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行业标准《倍捻机》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

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3]42 号）正式下达了《倍捻机》行业标

准的修订计划，其计划号：2023-0855T-FZ；该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纺机标委会）归口。 

2、主要工作过程 

2023 年 8 月 4 日工信部计划下达后，全国纺机标委会和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进行了先期准备工作，对行业内的主要生产企业及其国内市场等综合情况作了充

分的调研，并与这些企业进行了沟通、交流。随后立即成立了标准制定工作组，

工作组由浙江日发纺机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英迈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浙江泰坦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英迈杰机械有限公司、浙江东星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绍兴华

裕纺机有限公司、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济南天齐特种平带有限公司、霓达（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万利纺织机

械有限公司、浙江康立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新锦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江苏

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武汉纺织大学、安徽华茂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文理学院、江苏华酉纺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纺织机械

协会等单位组成（排名不分先后）。工作组的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倍捻

机相关的制造企业，又有知名院校和用户企业。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持单位由中国纺织机械协会承担；浙江日发纺机技术有限公司协助主持单

位负责组织、召集会议，与工作组各成员的协调联系、标准文本的编写、修改以

及标准的征求意见、标准的报批等多项工作。工作组成员单位的职责是参加工作



组会，提供标准修订意见和建议，同时进行标准指标的试验验证。 

4、各阶段时间节点及完成的工作 

2023 年 8 月 4 日工信部计划下达后，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对行业内的

主要生产企业及其国内市场等综合情况作了充分的调研，并与这些企业进行了沟

通、交流。2024年 1 月 17日，在海安组织召开该项标准的工作组会议，来自相

关企业、院校、协会等 3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各单位代表在会上对标准工作

讨论稿进行认真、细致的讨论，逐字逐句对文本进行了修改与补充。1 月 18 日

-3月 12日，针对工作组成员单位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

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制定原则和主要内容 

1、原则 

1）标准的编制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编写。 

2）标准的总体水平要充分体现当前倍捻机的技术水平以及可预期内的技术

发展状况。 

3）标准的技术指标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 

2、主要内容的论据（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等） 

对 FZ/T 96021-2010《倍捻机》的部分内容修订如下： 

（1）更改了适用范围； 

（2）更改了分类及参数； 

（3）增加了工业丝倍捻机及其主要参数； 

（4）增加了卷绕成型方式和锭子传动方式； 

（5）增加了气动引纱机型的要求； 

（6）更改了电气设备和安全性能的要求； 

（7）更改了锭速不匀率指标； 



（8）增加了新增技术要求检验部分的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通过对浙江日发纺机技术有限公司等的倍捻机进行试验验证，试验数据符合

标准的要求。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应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积极效果等 

目前，国内化纤倍捻机年销售量约 8000台（按 256锭/台，约 204.8万锭），

短纤倍捻机年销售量约 2660台（按 180锭/台，约 48万锭），真丝和工业丝倍捻

机销售量约 200 台，年总市场容量超过 12 亿元，因此，对倍捻机提出更高的要

求。原国产短纤倍捻机都是通过手工引纱，生产效率低，高端短纤倍捻机被国外

公司占领。国产短纤倍捻机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发展，气动引纱逐渐成熟，并逐

步引领技术发展，国产倍捻机已成为市场主流机型。 

在化纤倍捻机领域，大容量、粗旦丝加捻开始应用电锭；随着倍捻机的最新

技术发展，常规标准机型的装机锭数普遍增加，对应的整机功率消耗有所增加，

而且电子横动导纱、单电机独立卷绕成为普遍配置卷绕成形方式，在控制系统方

面，现在电子横动成形机型倍捻机已具备数据采集接口，支持以太网、RS-485、

RS-232多种通讯方式，具有工艺参数在线设置和集成控制等功能。 

工业丝倍捻机研发取得成效，已逐步替代进口实现国产化，单锭独立电锭、

伺服横动导丝、精密卷绕成形、等技术得到应用，可单锭独立运行，自动化程度

高，具有大锭距、大卷装、高效、节能的特点。 

目前使用标准为 2010 年版，从第一次修订距今已有十多年，随着倍捻机的

发展，其对应的技术参数、性能指标严重滞后于最新技术发展，无法规范倍捻机

产品质量，近年来随着人工成本的持续上涨，劳动强度也作为客户选择设备的重

要性能指标之一，产量高、人工成本低逐渐成为影响客户购买决策的重要方面，

所以有必要对倍捻机行业标准进行修订，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效益，降低人



工成本，以适应产品开发的要求。经过修订，倍捻机质量水平持续提高，较好满

足了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倍捻机》行业标准是我国

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产品标准，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

情况 

与国外机器对比： 

对比项目 本标准 国内 国外 

最大锭数 

化纤长丝倍捻机 288 

短纤维倍捻机 240 

真丝倍捻机 256 

工业丝倍捻机 160 

化纤长丝倍捻机 288 

短纤维倍捻机 240 

真丝倍捻机 256 

工业丝倍捻机 160 

化纤长丝倍捻机 288 

短纤维倍捻机 240 

真丝倍捻机 256 

工业丝倍捻机 160 

工艺锭速/(r/min) 

化纤长丝倍捻机 13500 

短纤维倍捻机 12000 

真丝倍捻机 9000 

工业丝倍捻机 9000 

化纤长丝倍捻机 13500 

短纤维倍捻机 12000 

真丝倍捻机 9000 

工业丝倍捻机 9000 

化纤长丝倍捻机 13500 

短纤维倍捻机 12000 

真丝倍捻机 9000 

工业丝倍捻机 9000 

卷绕成型方式 机械成形或电子成形 机械成形或电子成形 机械成形或电子成形 

卷绕速度/(m/min) 

化纤长丝倍捻机 40 

短纤维倍捻机 60 

真丝倍捻机 30 

工业丝倍捻机 350 

化纤长丝倍捻机 40 

短纤维倍捻机 60 

真丝倍捻机 30 

工业丝倍捻机 350 

化纤长丝倍捻机 40 

短纤维倍捻机 60 

真丝倍捻机 30 

工业丝倍捻机 350 

锭速不匀率 

化纤长丝和真丝倍捻机

≤0.5% 

短纤维倍捻机≤1% 

单锭电机传动≤0.3% 

化纤长丝和真丝倍捻机

≤0.5% 

短纤维倍捻机≤1% 

单锭电机传动≤0.3% 

化纤长丝和真丝倍捻机

≤0.5% 

短纤维倍捻机≤1% 

单锭电机传动≤0.3%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倍捻机是一种加捻设备，可以实现一转两捻，

加捻效率比传统捻线设备成倍提高。具有卷装容量大、万米无接头、加捻质量高



等特点，是纺织行业生产高品质纱线的重要设备。“倍捻机”所规定的内容与其

他行业和领域没有直接关系，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存在矛盾或交叉。 

与本标准相关的有行业标准 FZ/T 92054-2010《倍捻锭子》，对应的倍捻锭

子为倍捻机的核心零件，形成配套互补关系。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纺织机械领域中的产品标准，对人体健康及周围环境没有直接的危

害；故建议该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

施日期） 

用宣贯会的形式进行宣传和贯彻，实施日期推荐标准发布 24个月后。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于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的修订，是市场需求与技术发展的统一，有利于指导更多的纺织机械

生产企业规范化生产，真正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扩大倍捻机产品的标准影响力。

同时，批量带动倍捻机品质的提升，进一步巩固倍捻机产业在国内国际的领先地

位。从而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更好地推动纺织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故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的内容较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当前国内倍捻机的技术水平；技术指标

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以及一定的先进性；标准的编制符合相关的要求。 

 

纺织行业标准《倍捻机》制定工作组 

2024年 3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