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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纺织新技术的发展、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内纺织行业的竞争日趋加剧。针对纺织

行业的现状，国家出台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企业把握国内外市场形势变化，开发设计满足纺

织品消费市场的产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增加自主创

新能力，这对纺织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纺织面料设计是纺织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一。高职院校承担着为地方企业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任务。本教材依据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企业调研的实际，围绕纺织面料设计岗位要求而编

写。教材坚持以纺织面料设计岗位核心能力培养为中心，致力于培养学生机织物分析与设计的应用

能力。以“必需、够用”为度，坚持打破原有的知识体系，整合课程，根据职业岗位的典型工作任

务设置教学项目，明确每个项目的训练目标和训练内容，学生在专业实践中形成理论，获得能力，

保证纺织面料设计师职业资格考试中应知应会内容的掌握。本教材可用于高职高专院校纺织类专业

的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用于纺织企业产品设计人员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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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课时安排        

       

章  节 内  容 课时 理论教学 课内实训

项目一 认识与分

析织物

1.认识织物
2.分析细平布
3.分析牛仔织物
4.分析色织物

16-20 4-8 8-12

项目二 简单单层

织物设计与试织

1.经典牛仔织物的设计与试织
2.色织棉府绸设计与试织
3.直贡缎的设计与试织

20-24 8-10 12-14

项目三 复杂单层

织物的设计与试织

1.配色模纹织物的设计与试织
2.格子花呢的仿制设计与试织
3.条格织物的创新设计与试织
4.小花纹织物的设计与试织

24-32 10-14 14-18

项目四 双面异色

织物的设计与试织
双面异色织物的设计与试织 20-24 10-12 8-12

建议课时数（8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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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纺织品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基本消费品，广义上是指可以经过纺织加工或已经经过加

工的纺织制品，包括纺织可用的原料、粗加工的纺织原料、纺织半成品、工艺流程的制品及制成

品；狭义上是指能够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某些功能性的纺织制品，如用于服装、装饰、产业各方面

的纺织品。纺织品发展到今天，它不仅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还促进社会科学的进步。今

天，在高科技领域，人们经常能看到各种纺织品的广泛应用，如航空航天技术中用到的各种绳、

带、伞、绝缘纺织品，生物医学中的人造血管、人造皮肤、人造脏器等。织物是纺织品的一种主要

形式，它有我们熟知的机织物、针织物、非织造织物等几种。

一、织物的发展

我国纺织品发展历史悠久。《诗·曹风·蜉蝣》中说，“蜉蝣之羽，采采衣服”，揭示了人类

最早使用动物毛皮作为衣服的现实。《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在《豳风·七月》中记述

了我国西周时期农业生产活动。这首诗歌叙述了先民们每个月令的活动，从正月修犁锄，二月下田

间，三月整桑枝……八月收割和纺麻，把麻布染色作衣裳，九月修谷场，十月粮入仓，到十一二月

打猎忙的全过程。从这里清晰地看到远在西周，我们的祖先就学会了使用葛、麻等纺纱织布，制作

出用于蔽体遮羞的衣裳。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的罗敷采桑，《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十三能

织素，十四学裁衣”，《汉书·地理志》描述的“男子耕种禾稻，女子桑蚕织绩”，反映了秦汉

时期的纺织已基本普及。“云锦”、“蜀锦”、“宋锦”、“壮锦”合称“四大名锦”，更是我国

纺织品发展辉煌历史的印照。左思在《蜀都赋》中赞美蜀锦：“贝锦既成，濯色江波。”《诸葛亮

文集》中也提到“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表明蜀锦是当时重要的军需物品。唐白居易曾描述，“缭

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绢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

白烟花簇雪。”由此可见隋唐提花织锦技术已取得重大进步。宋代染织技艺发展迅猛，所谓“锦上

添花”就是指在缎纹底上织花的织锦缎。到了明清时期，棉织物应用也逐渐普及。清朝李拔在《皇

朝经世文编》中记述，“予尝北至幽燕，南至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宜棉之

土。八口之家，种棉花一畦，岁获百斤，无忧号寒。”

过去纺织面料批量大、档次低、交货期长、质量差、花色品种少。改革开放后，我国纺织面料

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才走到今天这样繁花似锦、琳琅满目的新时代。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期

间，纺织工业部组团参观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衣料博览会，考察国外纺织市场，回国后组织企业仿制

国外样品，并到广交会进行展销。这个阶段是走出国门，打开眼界，属于学习仿制阶段；近现代，

使用各种材料和各种技术加工的纺织品更是不胜枚举。的确良、灯芯绒、卡其、哔叽、劳动布仍记

忆犹新。20世纪90年代，纺织工业部（总会）不仅组团参观德国INTERSTOFF博览会，而且去法国巴

黎P.V展、美国纽约IFFE展，回国后传递信息和组织试制样品的评选、交流活动，这个阶段属于学

中有创，努力赶超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加入WTO，随着与国际交流的增多、国际合作不断



机织物分析与设计

2

密切，国内外市场对纺织面料花色品种的要求更加个性化、差别化，求新求变求快，强调技术与艺

术的完美结合，特别是产品的舒适性、功能性不断改善。今天，桃皮绒、花式牛仔、雪纺、波浪布

等已是家喻户晓，许多新型纺织面料不断涌向市场。

二、织物形成原理

传统的机织物均为两向织物，它是由纵、横向两个系统纱线在织布机上互相交织而成。

机织物的形成过程如图0-1所示，织物纵向的纱线从织轴上引出，绕过后梁，按一定规律逐渐

穿入综框上的综眼，再穿过钢筘的筘齿与由梭子引入的横向的纱线交织，在织口处形成的织物经胸

梁、卷取辊、导布辊卷绕在卷布辊上。

在形成织物时，综框由开口机构控制作上下交替运动，使一部分纵向的纱线提升，另一部分纵

向的纱线停留在原位置不动，形成梭口，横向的纱线由引纬机构控制引入梭口，通过打纬机构由钢

筘将横向的纱线推向织口完成纵横交织。

三、关于织物的设计

织物的设计是指根据市场需要或来样加工的合同要求，从纹样设计或仿制开始，明确相应风格

和用途，再到原料、纱线选择，到各工序工艺参数确定的全过程设计，主要包括织物的花型设计和

生产工艺设计。一个完整的织物设计具体应包含纺织面料的用途、面料的风格及性能、组织设计，

花型与配色、原料与纱线设计，织物密度设计，布边设计，规格计算，上机图的设计，织造与后整

理工艺设计，织物规格表等。

对于不同品种的织物，其设计的具体过程会有一些差异。织物的设计主要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仿样设计、改进设计和创新设计。

1．仿样设计

一般要根据客户的来样要求来进行。设计人员必须对来样进行认真地研究，仔细地分析其风

格、技术规格、花纹组织等，并要详细地调查该产品的用途和使用对象，了解和掌握织物组织规格

和后整理，确定产品规格，进行生产工艺设计，试织小样和先锋试样，直至最后正式投产。只有这

样，才能使仿制出来的产品符合来样要求，达到应有的效果。

2．改进设计

根据客户对品种的改进要求，对织物密度、纱线线密度、纱线捻度、捻向、原料的选择和搭

经纱

后梁

梭子 卷布辊纬纱
综框

织轴

布钢筘
综丝

图0-1 机织物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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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织物组织、花纹图案等某方面或几方面进行改进，以改进产品的质量和外观效果。

3．创新设计

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设计生产的产品都视为创新设计产品。

织物设计要充分体现现代织物的实用性、舒适性、功能性和艺术性。

实际产品设计中，首先要能够利用调研、分析的方法，了解和熟悉市场上现有的“织物”，把

握纺织品市场变化脉搏，再借鉴成熟品种的设计特色，合理融入流行元素，最后综合考虑运用材料

质感、色彩搭配、纱线交织规律、功能整理等方面，创新设计满足市场需求的织物，丰富人们的物

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织物的使用功能不断得到拓展。传统的防寒、保暖、美观等功能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生

活的需求，抗静电、防紫外线、阻燃等安全功能，透湿透气、松紧适体等舒适功能及抗菌除臭、红

外保暖等保健功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织物的特殊功能设计应该成为织物设计的重点之一。特

殊功能织物设计主要由纺织品功能设计课程完成。

四、本课程教学指导

本课程主要针对纺织面料设计师人才的培养，要求学习者通过市场调研、产品分析等手段，围

绕仿样设计、改进设计和创新设计等设计形式，通过自主学习、主动创新、CAD模拟、打样实践等

学习环节，完成本课程的目标任务，并在项目实践中构建纺织品设计理论。课程教学要求老师做好

指导，坚持“事情怎么做，学生怎么学；学生怎么学，老师怎么教”的现代教学理念，着重创新方

法和技巧的传授，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产品设计方法，及时指出学生实践中的问题，注重实践能力

的培养，突出美学修养、环保意识、团队精神、吃苦耐劳等职业核心素质的养成。课程教学中，老

师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教、学、做一体，培养学生关键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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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认识与分析织物

项目基本要求：

(1)熟练、正确地区别机织物、针织物和非织造织物等；

(2)能够用文字或符号等规范地表达各种机织物；

(3)能够借助工具，熟练、正确地分析各类机织物；

(4)能够读懂织物分析报告，也能够真实地填写织物分析报告；

(5)能够熟练说出各类典型织物的特征。

任务一    认识织物

【任务导入】

1．学生自备不同季节的生活用纺织品，如衬衫、毛衫、休闲服等，分组观察，将不同的纺织

品按合理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并使用PPT分组汇报分类的依据及结果。

2．根据提供的织物样品，尝试通过感官体验织物样品的特征和性能，正确区分不同类型的织

物。

3．在体验的基础上，尝试判别样品所属的类别，自行组织语言或者用课堂所学的词汇描述不

同织物的“外在性能”。

【知识准备】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特殊的领域，织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布”，种类繁多。

若按其加工生产方式不同可分为机织物、针织物和非织造织物等。

由两个系统的纱线相互浮沉交错而成的单层或多层片状制品为传统的机织物（以下简称织

物），如图1-1-1(a)所示。其中，平行于布边方向的纱线称为经纱，而与布边方向垂直的纱线称为

纬纱。由三个系统的纱线，互成一定的角度交织而成的制品，称之为三向机织物，见图1-1-1(b)。

图1-1-1(c)是由一组纱线或多组纱线彼此成圈套连在一起编连而成的制品，通常称之为针织

物。若为纵向成圈编织的，称为经编织物；若为横向成圈编织的，称为纬编织物。常见的针织物有

羊毛衫。

图1-1-1(d)是由松散的纤维经粘合法、针刺法、水刺法等方法粘合或缝编毡缩（缝结）而成的

制品，称为非织造织物。

对织物的“外在性能”描述通常通过人的感觉器官体验形成。这种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对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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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特征和使用性能进行的综合评价，称之为织物的风格。织物的风格特征内涵丰富，有客观风格

和主观风格之分。客观风格包括诸如织物的原料属性、纱线结构、组织结构、色彩等因素的仿生风

格、材质风格；主观风格包括视觉风格、触觉风格、听觉风格、嗅觉风格等。通常，我们所说的织

物风格主要是指以触觉风格为主的狭义风格。描述各类织物视觉风格特征的表述词有：光泽柔和、

色泽鲜艳、亮丽、流行、时尚、平整、光洁、纹路突出、贡子清晰等；描述各类织物触觉风格特征

的表述词有：柔软、硬挺、滑爽、轻薄、厚实、丰满、活络、蓬松、轻盈、飘逸、沉重、轻快等；

描述各类织物听觉风格特征的表述词有：声音柔和、沉闷、清亮、悦耳等；描述各类织物嗅觉风格

特征的表述词有：动物毛发味、香味、棉花味等。

【教学做一体】

观察样品，如图1-1-2(a)所示的织物，由纱线浮沉交错而成的机织物结构稳定、比较紧密、硬

挺、强力较大、耐磨性好、外观保持性好、抗皱性好；观察样品2，如图1-1-2(b)所示的织物，由

纱线成圈套连而成的针织物柔软、厚实、丰满、贴身、延展性好，但尺寸稳定性较差、强度较小、

易起毛起球和勾丝，纬编织物易脱散、卷边；观察样品3，如图1-1-2(c)所示的织物，由纤维粘连

而成的非织造织物结构较松散，手感较为粗糙。

初学认识织物时，可先用拆解法。若拆解为纱线的，则可能是机织物或者针织物。拆解中纱线

有浮沉交织的为机织物，纱圈套连的是针织物。若拆解为纤维状，则为非织造织物。在判别织物种

        

(a)                 (b)                   (c)                   (d)
图 1-1-1  织物

              

(a)                                            (b)                                           (c)

图1-1-2  不同类型的织物



机织物分析与设计

6

类时，对于单面绒类织物，由于可能是机织物起绒，也可能是针织物起绒，通常通过观察其背面纱

线的交错关系，判断其所属种类。双面绒类织物可用“烧毛法”去除一面的局部绒毛，从而判别其

所属织物种类。

【学生课外拓展】

1．课后收集不少于五种不同类型的织物，试分析其属于机织物、针织物、非织造织物中的哪

一类，并简单说明理由，描述其特征（样品裁剪成5cm×5cm大小粘贴）。

2．利用双休日调研市场上机织物、针织物、非织造织物的应用趋势，设计调研表，借助EXCEL

等分析工具分析其规律，预测织物发展趋势。

【阅读拓展】

一、纺织品市场调研

市场通常由人口、购买力和购买欲望三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和影响，缺一不可。纺织品市

场属于市场的一类。通常人们根据纺织品用途的不同，把纺织品市场划分为纺织品消费者市场和纺

织品产业市场两部分。

纺织品消费市场是由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纺织商品或服务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的市场，它容量

大，购买人数多而分散，具有复杂性、易变性和替代性，具有地区性、季节性和伸缩性，具有非专

家购买的特点。

纺织品产业市场主要有中间商、工业购买者、服务行业、非营利性组织、政府等顾客，它具有

市场集中度高、产品购买批量大的特点，具有波动需求的特点，具有市场弹性小的特点，具有专家

购买取向的特点，其市场需求随着对消费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对工业品的需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市场调研是一种通过信息将消费者、顾客和公众与营销者连接起来的活动。它可以帮助企业决

策，利于企业开拓市场和开发新品，利于提高企业营销管理水平，利于企业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

位。市场调研涉及领域广泛，就纺织服装企业而言，按调研的内容分主要有产品调研、用户调研、

广告调研、竞争状况调研、市场和销售状况调研。产品调研主要调研产品特征对用户的适应性、可

增加属性、价格、包装、服务、品牌、产品在各区域所处市场阶段等。市场和销售状况调研主要了

解市场潜量、市场需求量、市场普及率状况、市场占有率、销售量、销售渠道等。用户调研主要调

研用户的特征、购买动机、购买决策过程和购买行为。

市场调研通常按如下步骤进行，首先是案头调研，再进行实地调研，最后形成调研报告，借助

分析工具，进行市场预测。调研中，调研方案的制定非常重要，明确要调研哪些信息，设计什么样

的调研表格便于填写，同时可以获得全面的调研信息。

二、机织物分类

机织物品类繁多，为使用或比较不同的机织物，常将机织物按下列方法分类。按使用用途分为

服装用织物、装饰用织物和产业用织物。按原料不同，可分为棉织物、毛织物、丝织物、麻织物、

涤纶织物和粘纤织物等。按原料组成分为纯纺织物、混纺织物和交织织物。按织物组织可分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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