
 

 

 

中棉行协秘[2018]41号 

关于印发 2018 棉纺设备技术升级研讨会 

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8 年 6月 7 日，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中国纺织机械

协会共同在山东泰安举办了 2018棉纺设备技术升级研讨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棉纺织、纺机行业代表参加了会议，共同讨

论了纺纱智能化与产品开发的经验和技巧。为使大家更好地

了解本次会议的内容，现将会议纪要发给你们，如有其它要

求与建议，请与中棉行协联系。 

联系人：杨晓慧（15510413062） 

范轩云鹏（18513078581） 

电话：010-85229712、85229415（传真） 

Email：cctajsb@126.com 

附件：2018棉纺设备技术升级研讨会会议纪要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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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棉纺设备技术升级研讨会” 

会议纪要 

2018 年 6月 7 日，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和中国纺织机

械协会主办，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立达纺织仪

器（上海）有限公司、郑州宏大新型纺机有限责任公司、青

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昊昌精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浩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无锡

市兰翔胶业有限公司、河南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 2018

棉纺设备技术升级研讨会在山东泰安成功召开。来自全国棉

纺织企业、纺机企业及相关单位代表近 400人参加了此次会

议。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高勇在大会发言中围绕

当前纺织工业总体发展形势，就 2018年以来行业经济运行

情况、“一带一路”产业情况、新疆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现状

等进行了分析。 

2018年以来，行业延续了 2017年平稳略增的发展态势，

行业自身的感受实际上要好于经济数据表现，行业当前的良

好感受主要源于内需的增长。但随着国际原料价格的波动，

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消费信心可能会在下半年回

落，行业高速运行的状态或将转向平稳。 

就行业当前的质效发展，作为市场化最早的行业，中国



 

 

纺织业的发展状态常常能够先于国家有所表现，纺织行业的

调整步伐较其他行业都要快。这两年，行业转型升级不断深

入，几大智能化生产线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这其中棉纺业

的发展最快，反映了行业在装备技术改造提升上的状态。 

就“一带一路”产业情况，作为前两年很热的话题，行

业“走出去”呈现出了两大类，一类是受国内的“高棉价”

影响的纺纱企业的走出去，随着国内外棉价差的平稳这样的

对外投资在放缓。另一类，则是出于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战略

投资。行业未来能够持续走出去的将仍旧是服装类企业。 

对于新疆产业政策，高书记表示应该放到“一带一路”

框架下去思考。这几年新疆的产业发展带动了行业，源于新

疆的产业支持政策在纺纱环节方面的政策明确，但在服装方

面的支持政策相对不够明确，使得新疆地区产业布局在纺纱

环节推进较快，其他后道加工工序的速度相对较慢。目前的

新疆的产业支持政策进行了调整，纺纱项目的政策分三类推

进：在建项目享受政策，有备案项目也享受政策，没有建设

且没有备案的项目不享受政策支持。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会长王树田在大会致辞表示，中国纺

织机械协会与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联手举办棉纺设备技术

升级研讨会，得到了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赢得了良好的评

价。这两年，两协会就该会议的举办，一直在努力携手融合

更多资源来推动这一会议的高质量举行，今年的会议双方也



 

 

从年初就着手准备，希望让更多的与会企业能够从这个会议

上得到更多资源和信息，有效推进产需合作与交流。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销售与服务总监托马

斯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对于两大协会携手组织这样的行业

会议表示赞赏。发言中他对卓郎的业务板块进行了简要介绍，

并表示，卓郎多年来一直在参与中国纺织产业的发展，在多

个产业板块推动行业企业发展，此次大会参观的岱银集团也

是卓郎的用户企业，拥有卓郎先进的设备，欢迎参会代表到

现场感受卓郎优秀解决方案的魅力。 

会议上，共计 17位来自高校及企业的专家学者为大家

带来精彩报告。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叶戬春副会长从棉纺织行业整体

发展概况、棉纺原料情况、棉纺产品进出口情况、新年度棉

纺织行业发展影响因素、相关政策建议等方面为大家做出了

我国棉纺织市场形势运行分析。 

据叶戬春副会长介绍，棉纺织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

稳定增长，产品产量稳定提升，行业景气指数稳中有升。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2105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03%；利润总额 1037亿元，同比增长 1%；出口

交货值 922亿元，同比增长 6.86%。同期，行业纱线产量 1929

万吨，同比增长 2.4%，布产量 610 亿米，同期持平。2018

年 1-4月，骨干企业纱产量同比增长 3.3%，布产量同比增长



 

 

3.6%。2017年行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为 49.4，较上一年度均

值提高 1.5，2018 年一季度景气指数保持上升。 

在棉纺原料方面，2018 年自 3 月 12 日储备棉投放至 5

月 24 日止，共累计投放 156万吨，成交 94.3 万吨，其中新

疆棉成交 53.3万吨。2017年我国进口棉花 115.48万吨，上

年度为 89.66万吨，2018年一季度我国进口棉花数量 34.37

万吨，同比下降 8.34%。2017年行业化学短纤使用 1270万

吨，行业占比达 63%。棉花价格整体稳定在 15000-16000元/

吨之间，波动幅度不大。涤纶短纤和粘胶短纤价格波动高于

棉花。2018 年 1-4 月，棉价整体呈现内稳外荡特点。 

进出口方面，2017 年度，我国棉制纺织品及服装进出口

贸易总额 917.72亿美元。2018 年一季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017 年我国进口棉纱线共计

198.36 万吨，同比增长 0.78%。越南和印度、巴基斯坦位居

前三，在越南出口到我国的棉纱线中，80%为中资企业生产。

2018 年 1-3 月我国进口棉纱线 46 万吨，同比下降 13.24%；

出口棉纱线 10.46 万吨，同比增长 21.81%。 

从中棉行协调研情况分析，2018年行业开局良好，企业

家信心充足，对市场形势较为看好，但在 2018年度依然面

临如汇率、原料价格波动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东华大学程隆棣教授从纺织流程与纺纱地位、智能化存

在的技术瓶颈、智能纺纱的技术突破点等方面详细分析了智



 

 

能纺纱的地位及其关键技术。围绕智能化存在的技术瓶颈，

程隆棣教授从纺纱过程的连续化、纺纱质量监控智能化以及

纺纱管理智能化几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程隆棣教授表示行

业尚需在纺纱过程的连续化、智能化、智能化纺纱的短流程

技术以及纺纱工艺自动寻优系统等方面进行突破。 

卓郎智能清花设计师主任严旭新详细介绍了卓郎清梳

联设备在高质提效实践中的应用。报告中，他对卓郎（常州）

的背景、企业定位和管理理念进行了介绍。针对产品技术，

他对卓郎清梳联的新技术进行了详细介绍，如流体有限元分

析技术的应用、无动力凝棉排尘技术、高效出杂技术以及高

产高质的梳理技术和信息网络化等。发言中，还对山东岱银、

福建隆源、苍南益丰以及新疆利泰等用户企业的应用情况进

行了介绍，从设备适用情况到终端产品以及加工流程的对比

中，体现出了卓郎清梳联的效益优势。 

卓郎智能产品经理朱应平针对卓郎环锭纺纱机所表现

出来优越性能进行了详细剖析。Zinser环锭纺纱机之所以是

一款稳定可靠的设备，基于多重因素：机器调整方便、成纱

质量稳定、能够连续稳定高速运转、稳固的机器架构和可靠

的调整设定、可以减少人工维护等。在 Zinser环锭纺纱机

所体现出的省工高效方面，朱应平详细介绍了锭子驱动系统

和牵伸系统的优势，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个优秀产品的内

在。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为大家

详细介绍了岱银纺织的差异化产品柔性化制造生产线设计

思路。岱银纺织在马来西亚 50万锭项目目前已有 25 万锭投

产，李伟表示这样的布局完全是企业基于对市场需求分析提

出的，目前市场变化速度快，品种差异化明显，因此要求企

业能够更加灵活、方便、高效地进行生产。岱银差异化产品

柔性化制造生产线的选型配置是基于企业长期发展考虑做

出的，目前来看投入成本较高，但长期来看经济效益明显，

对于企业多品种、小批量、差异化的生产非常适用。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郭加阳就筒纱

智能包装物流系统进行了该系统的现状介绍及未来发展趋

势分析。目前纺纱厂在筒纱包装工序存在工作环境差，劳动

强度大的问题，而国外同类设备则存在个性化需求研究不足、

价格高、部分工序仍需要人工参与等缺点。青岛环球筒纱智

能包装物流系统作为青岛环球的全球首创技术，可让用户省

工达 90%、降低包装成本、减少人工接触，该系统采用了模

块化标准化设计理念，可提高仓库管理水平。此外，他还对

筒纱自动化包装中的检测问题、包装方式的创新和突破以及

筒纱配重问题进行了介绍。 

立达（中国）纺织仪器有限公司转杯纺产品经理杨玉广

在报告中对立达公司情况、立达提供的四种纺纱技术、立达

主要产品以及 R36半自动转杯纺纱机和 R66全自动转杯纺纱



 

 

机等信息进行了介绍。R36 半自动转杯纺纱机拥有 600个纺

纱单元、成纱质量更好的纺纱箱、卓越的接头工艺。R66全

自动转杯纺纱机拥有可确保质量和产能的最先进的纺纱技

术，采用了最新的纺纱箱技术，设备实现了自动对中确保质

量更好，其旁通可调节排杂，增加了对原料的灵活性，设备

拥有最高效的纺杯清洁装置，可确保纱线质量。 

浙江浩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纺织数据平台总监庹宏微

详细介绍了浩铭纺织数据云平台的系统结构、平台结构、平

台功能及特点、发展历史及未来展望。该平台断头检测灵敏，

2 秒内断头可红灯报警，拥有云端大数据分析分析能力，每

个机台联网云端分析系统，定时上报数据，此外，系统接口

丰富，可对接粗纱喂停系统、薪酬考勤系统、人事管理系统、

ERP 系统等。报告为大家展示了未来纺织行业智能化发展的

潜力。 

无锡市兰翔胶业有限公司研发部长李少周介绍了兰翔

差别化纺纱胶辊的开发及应用情况。目前，纺纱企业在差别

化纱线开发方面一直在进行持续探索，市场上不断涌现新的

差别化纱线品种，这些新品种纱线会对相应的纺纱装备提出

相应的要求。为了满足差异化纺纱的需要，无锡市兰翔胶业

有限公司开发了通用性较广、能够适应差别化纺纱、不同纺

纱工艺的 LXC866MD胶辊。李部长在报告中对该胶辊的特点、

应用及各项性能指标做了详细的介绍。 



 

 

浙江同辉针织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印平为大家详细

分析了针织产品的开发思路。同辉针织的针织产品开发是通

过提高纱线的个别品质指标、利用不同纤维的功能特性互补、

利用两种原料收缩率和染色性能的不同、做差异化产品、利

用反向思维、借力纤维、切入下游和仿提花织造这 7 个方面

推进。对于针织产品开发对纱线的要求，他提出了要性能兼

顾、合理配比、保持一致性、控制打样纱的数量和了解纱线

后整理和工序。至于针织用纱性能指标对产品的影响，印平

表示企业应关注纱线强度、毛羽、条干均匀度、捻度、含杂

率和棉结、异纤等情况。对于针织纱线使用中的一些问题，

他表示标识不对应&规格成分不统一以及原料重量不足是两

大重要问题。 

汇川技术智能纺织事业部研发总监殷杰详细介绍了汇

川智能纺织的由来、企业发展战略、全电脑细纱机电控系统

介绍以及汇川智能纺织的核心解决方案等。围绕纺织行业现

状，他表示行业面对着产能过剩、利润低、设备陈旧、高能

耗、管理粗放、用工难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汇川智能提

供了模块化全电细纱机多传控制系统、断电同步技术方案、

防棉絮技术方案、织机全电子化解决方案、倍捻机全电子化

解决方案、粗纱机系统解决方案、全电脑袜机智能控制系统

等多种智能改造方案。 

郑州宏大新型纺机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郭东亮给



 

 

大家介绍了郑州宏大新型清梳联各个环节的关键设备、详细

参数及技术特点，并针对新型清梳联生产应用情况、高精度

自动称量技术和网络智能化发展方向等方面情况进行了信

息交流，为大家展示了郑州宏大新型清梳联的整体蓝图。 

山东天虹纺织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魏玉强给大家详细

讲解了自动称重装置，从自动称重装置的工作原理、工艺流

程、设备介绍、操作要领、维护保养以及使用效果这 6个方

面分享了企业的实践经验和感受。 

河南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曹秀成详细介绍了锭

子的作用、分类、功能以及锭子在自动化、高速化和节能方

面的表现，并提出了锭子与主机企业协同发展的理念，还对

二纺机进行的多品种、全系列的锭子开发工作做了介绍。他

从大家熟知的锭子的最基础的信息入手，由浅入深地分析了

锭子产品在纺纱工序中的作用和价值，详细的介绍了企业产

品技术创新情况，让纺织企业更为深入地了解二纺机产品技

术现状以及对于产业和用户发展可提供的支撑。 

河南昊昌精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驰给大家介

绍了昊昌公司的化纤精梳机的研发背景和应用价值。通过对

化纤精梳条条干、棉结和短绒、化纤精梳纱千米棉结和粗细

结、强力、毛羽、条干等数据的分析，体现出了化纤精梳机

在纱线产品加工中的价值，让涤纶高支纱成为了现实。发言

中他还通过投入及产出的数据对比，展现出浩昌化纤精梳机



 

 

带给产业和用户的价值。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乐荣庆对双弘文

化、模式、高端质量以及创新驱动情况进行了介绍，同与会

者分享了企业的运营理念，介绍了企业如何跟随市场变化进

行自身调整，展示了企业的创新平台和建设模式。乐荣庆院

长还介绍了企业在节电、节水方面的做法，分享了企业通过

技术改造来提升效率的经验。 

浙江春江轻纺集团有限公司高工陈乃英给大家总结了

国际纺织面料的趋势，详细讲解了纱线产品开发的关键要素

及注意事项，并从企业所面对的效益、用工、人才储备、同

质化竞争等切实问题入手，提出了纺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方

向。 

6 月 8 日上午，会务组组织全体参会人员赴山东岱银和

山东康平纳集团走访参观，零距离体验智能化纺纱生产线与

筒纱智能染色生产线，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次会议为棉纺企业和纺机企业相互交流搭建了有效

平台，会议内容充实，密切贴合实际，受到参会代表们的广

泛好评，会议各项议程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