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行业标准《横机数控系统》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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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58号）正式下达了“横机

数控系统”标准的修订计划，其计划号为 2022-0927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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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下达后，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首先是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全国纺机标

委会和中国纺织机械协会根据行业内“横机数控系统”的主要生产企业的实际情

况以及国内市场等状况，确定由浙江恒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睿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常熟创富针织机械有限公司、常熟市国光机械有限公司、常熟市国盛

针织机械厂、飞虎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高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江南大学、苏州

特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桐乡市强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方正轻纺机械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浙江丰帆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纺织机械协会等多

家横机数控系统骨干制造企业、有关电脑横机制造企业、检测机构、院校、行业

协会组成标准制定工作组。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组长单位由中国纺织机械协会承担；组长单位的主要职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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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集各家企业相关产品的企业标准和现行标准的基础上，由中国纺织机械

协会完成了《横机数控系统》标准修订草案，并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在浙江杭

州召开标准工作组会议，来自企业、院校、协会代表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代表

在会上对标准草案进行认真、细致的讨论，逐字逐句对文本进行了修改与补充，

会后根据工作组安排，2 月 23 日-5 月 31 日参与单位对横机数控系统所对应横机

机号、摇床移动控制范围、摇床位移定位精度、密度、沉降片控制分辨率等重要

指标、参数进行测试，并通过工作组汇总修改意见，形成了《横机数控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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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机数控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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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的确定 

1）增加了机号、总针数、摇床移动控制范围、成圈系统等基本参数，基本参

数如下表： 

项目 基本参数 

机号 E 1.5、3.5、5、7、8、9、10、12、14、15、16、18、20、22、26 

总针数（针） ≤3000 

摇床移动控制范围（针） -16～+16 

成圈系统 单系统、双系统、三系统、四系统、六系统、1+1系统、2+2系统、3+3系统 

2）修改了花型信息存储数量及空间； 

3）修改了对三角系统、电子选针器件、起底板、剪刀、夹纱装置等编织系统

的控制要求； 

4）修改了对编织速度、选针频率、摇床位移定位精度误差、密度、沉降片控



制分辨率等编制性能的要求； 

5）修改了对温度、湿度等运行环境适应性的要求。 

6）其他涉及的性能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浙江恒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验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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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针织物期纤维消耗量比例不断增加，特别是纬编针织物应用场

景越来越广阔，横机数控系统作为纬编针织机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行的行业

标准中的许多技术要求、指标已经落后于现在的技术及发展方向，如：原来的横

机数控系统以最高编织速度运行时（最高编织速度不低于 1.2m/s），对应机号 E14

的机型，平针编织时每个电子选针器的选针频率 F 不小于 331Hz，己经无法满足

新型横机数控系统的要求，修改后的横机系统以最高编织速度运行时（最高编织

速度不低于 1.3m/s），对应机号 E14 的机型，平针编织时每个电子选针器的选针

频率 F 不小于 771Hz，完全能够满足现在的横机数控系统要求，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 

横机数控系统作为电脑针织横机中的核心装置，横机数控系统的控制性能与

编织性能，直接决定织物的质量与生产效率；它的质量和标准化水平直接关系到

其产业的进一步拓展和升级。横机数控系统行业标准的修订对提升国内智能制造

装备水平，促进电脑针织横机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国际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六、与国外样机对比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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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相对应的国际和国外标准，与国外横机数控系统对比： 

对比项目 本标准 国外相关产品 

导纱器驱动接口 ≥ 8个 ≥ 8个 

机号 ≤ E26 ≤ E20 

总针数 ≤3000 针 ≤1920 针 

人机交互接口 USB、WAN USB、WAN 

电子选针器 支持 支持 

夹纱剪纱 支持 支持 

密度分段控制 支持，  ≥ 24个 支持 ，≥ 24个 

沉降片分段控制 支持，  ≥ 8个 支持，  ≥ 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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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属于纺织机械领域针织机械相关的横机数控系统。“横机数控系统”

标准规定的内容与其他行业和领域没有直接关系；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均无交叉、重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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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性行业标准。理由：本标准项目将提高或增加多项技术指标，以高标准、

高起点推动技术革新，促使横机数控系统的规范化、自动化发展，满足客户的现

在及未来的需求。因此，本标准的修订有利于规范行业合理竞争，引领行业良性

发展。本标准为纺织机械领域针织机械大类中的横机数控系统产品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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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一经发布，在中国纺织机械协会和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技术委员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协调推进下，有针对性地开展《横机数控系统》的宣贯和集中培

训，增强横机数控系统制造企业实施标准的自觉性。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



日期） 

无。 

十二、其他应于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的内容较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当前国内“横机数控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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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为国内先进水平。 

 

纺织行业标准《横机数控系统》修订工作组 

2023 年 7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