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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服装拉链缝制工艺

毛莉莉 徐青青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陕西 西安  

摘  要  用对比实验的分析方法对针织服装拉链缝制工艺进行了研究 初步探讨了造成拉链凸凹不平 !鼓包等不

良现象的各种因素 提出面料比拉链的增量大小以及左右两边增量的差异值大小是影响针织服装拉链缝制效果的

主要因素 而这 个值的大小与缝纫技术水平有很大关系 ∀为针织服装拉链缝制工艺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参考 对

企业实际生产有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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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织服装拉链在缝制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凸凹不

平 !鼓包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服装的外观效果及产品

质量 ∀为此 本文就针织服装拉链的缝制工艺进行

研究 旨在探寻针织服装拉链产生凸凹不平 !鼓包现

象的各种因素 为针织服装拉链缝制工艺设计提供

理论依据及生产指导 ∀

1  实验部分

1 .1  试样选择及有关指标的测试

本实验选取 种有代表性的针织面料作为试

样 见表  ∀因针织面料的厚度 !弹性 !回复率大小

对缝制工艺设计有很大影响≈ ∗ 
所以实验前要对

各试样进行有关指标的测试≈
结果见表  ∀

表 1  试样的原料及织物组织

试样号 原料 织物组织

 棉 网眼

 棉 毛圈

 棉 罗纹

表 2  各试样有关指标测试结果

试样号
拉伸率Π 回复率Π 塑性变形率Π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面密度Π

#

              

              

              

1 .2  托布选择

托布选择 种形式 以面料为基布并粘合布粘

合衬 以面料为基布并粘合纸粘合衬 平纹机织布 ∀

1 .3  实验方法

首先将面料 !粘合衬 !托布按照规格尺寸要求裁

剪好 并将粘合衬与面料进行粘合 其粘合方式采用

垂直式 ∀然后将每种试样分别与 种不同的托布进

行组合 即分为  ! !≤ 组 分别与拉链进行缝制 每

组实验重复 次 ∀最后对缝合后的拉链外观进行仔

细观察 评价其缝制效果 并测量各试样面料的长

度 计算尺寸变化率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实验结果

实验数据见表  ∀
表 3  实验数据表 

项目
纸粘合衬组 布粘合衬组 机织布≤组

        

 ∃Λ         

 ∃Λχ         

 ∃Λ ∃Λχ         

 ∃Λ         

 ∃Λχ         

 ∃Λ ∃Λχ         

 ∃Λ         

 ∃Λχ         

 ∃Λ ∃Λχ         

  注 表中 ∃Λ表示试样一边面料比拉链的增量 ∃Λχ为试样另一

边面料比拉链的增量 ∃Λ ∃Λχ则为试样左右两边面料比拉链增长

的量的差异值 ∀

  通过将实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并用区间估

计的方法 得到了针织服装拉链缝制部位尺寸变化

率均值及在置信水平为   Α 1的置信区间 见

表  ∀从表 结果来看 尺寸变化率几乎都在置信

区间内 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
表 4  实验数据处理结果表

项目
主要影

响因素

变化率

均值Π

变化率的区间

范围估计Π

∃Λ 缝纫技术水平     ?  

∃Λχ 缝纫技术水平     ?  

∃Λ ∃Λχ 缝纫技术水平       ?  

拉链缝制好的条件  ∃Λ     ?  

拉链缝制好的条件  ∃Λ ∃Λχ     ?  

212  结果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 针织服装拉链在缝制过程中呈

现出 大特点  拉链缝制后面料比拉链要长出一

些 但左右两边增量不相同 拉链缝制后的外观效

果既与面料比拉链增量的大小有关 又与左右两边

增量的差异值的大小有关 ∀面料比拉链增量越大 

以及左右两边增量的差异值越大 拉链缝制后的外

观效果就越差 反之 效果就较好 ∀从理论上讲 缝

制拉链时面料与拉链二者的长度应相等 但针织服

装在实际缝制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 原

因是针织面料本身具有一定的纵向弹性 在缝制中

由于压脚压力的挤压 使面料处于易拉伸变形状态 

而拉链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不易变形 所以拉

链缝制后会出现面料比拉链长出一些的现象 ∀

经差异检验 缝纫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拉链

左右两边增量的差异值大小的主要因素 ∀比如 


试样 当托布采用布粘合衬时 由于缝纫技术水平的

差异 导致 次实验结果不同 ∀
 ! 试样左右两

边增量的差异值较小 为 1 拉链缝制外观较

平复 基本没有凹凸不平和鼓包的现象 而 
 左右

两边增量的差异值却较大 达到 1  拉链缝制

外观出现明显凹凸不平和鼓包的现象 ∀再比如 


试样 组实验缝制外观效果均不相同 实验数据见

分析表  ∀由此说明就同一种针织面料来讲 拉链

缝制的外观效果既与面料比拉链增量∃Λ值的大

小有关 又与左右两边增量的差异值∃Λ ∃Λχ值

的大小有关 ∀要使拉链缝制后平整 !不起鼓包 缝制

中必须满足 个条件 面料比拉链长出的量要在一

定范围内 拉链左右两边增量的差异值 即 ∃Λ 

∃Λχ值要尽可能地小 ∀
表 5  试样实验数据分析表 

组 纸粘合衬 组 布粘合衬 ≤组 机织布

∃Λ ∃Λ ∃Λχ ∃Λ ∃Λ ∃Λχ ∃Λ ∃Λ ∃Λχ

过大   小   略大  

大   略大   小  

过大   略大   略大  

  注 拉链鼓包现象严重顺序 ∃Λ大  ∃Λ过大  ∃Λ略大 小 ∀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验结果分析的准确性以及为

科学缝制拉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研究中又以 


面料作为试样进行拉链缝制实验 ∀实验中托布选择

纸粘合衬 实验设备 !条件 !试样规格尺寸 !实验步骤

等均与前面拉链实验相同 不同点 也是此实验最重

要的一步 就是在缝制前首先把面料比拉链的增量 

即 ∃Λ值确定下来 然后将拉链基布及面料的长度

平均分成 段 并作好标记 值得注意的是面料做标

记不是平均分配 而是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每一段

都短一些 ∀实验分 !组 组每段短 1 组

每段短 1  最后严格按照标记号进行缝制 其目

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实验中因缝纫操作技术水平的不

足带来的实验误差 实验重复 次 ∀

  通过观察拉链外观效果 可明显地看出 组试

样外观效果好于 组试样 ∀从实验数据看 组试

样整体面料比拉链增量∃Λ值及左右两边的增量

差异值∃Λ ∃Λχ值均小于 组试样 ∀由此可得出

弹性针织面料拉链缝制外观好的必要条件是 面料

比拉链的增量∃Λ值及左右两边的增量差异值

∃Λ ∃Λχ值要尽可能地小 并严格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 ∀实验数据处理结果显示 ∃Λ 为 1 ?

1  ∃Λ ∃Λχ为1 ? 1  ∀

实验中还发现 
试样与 

 !试样缝制后效

果不同 ∀就 
 试样而言 采用 种不同的托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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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缝制后其外观效果不尽相同 ∀产生这种现象的

原因 托布的质地能直接影响到面料的弹性大小 ∀

种形式的托布 其弹性大小依次为纸粘合衬 布粘

合衬 机织布 所以 
 试样 种不同的托布形式 

其缝制后具有不同的外观效果 其中以托布采用纸

粘合衬的缝制效果最差 不仅外观不平整 而且还出

现微小鼓包现象 而采用布粘合衬及机织布的缝制

效果较好 且二者无显著差异 ∀而 
 !试样 种

不同的托布形式缝制后外观效果相近 也就是说托

布的质地对缝制效果影响甚微 ∀由此说明托布的质

地对面料较轻薄的拉链缝制效果有一定影响 ∀

3  结  论

  针织服装拉链处凸凹不平 !鼓包现象影响着针

织服装的外观质量及内在品质 ∀针织服装在缝制拉

链时 托布的选择应根据面料的织物组织 !厚薄 !弹

性进行 ∀一般情况下 面料薄且弹性大的应选择质

地厚实 !弹性小的托布 反之 对于厚而弹性小的面

料 托布可以选择纸粘合衬 ∀影响针织服装拉链缝

制外观效果的主要因素是面料比拉链的增量∃Λ

值大小以及左右两边增量的差异值∃Λ ∃Λχ值

的大小 而这两个值的大小与缝纫技术水平的高低

有很大关系 ∀因此 要使针织服装拉链外观平整 不

出现鼓包现象 缝制中必须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 严

格控制面料比拉链的增量∃Λ值以及左右两边增

量的差异值∃Λ ∃Λχ值的大小 ∀ ∃Λ及 ∃Λ ∃Λχ

的参考值分别为1 ? 1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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