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与层之间显现叠透效果 或正反不同效果 丰富了

织物的内涵与意境 ∀花纹设计方法多样 除了大

提花 !小提花 !印花 !色织等方法外 还大量采用绣

花 !烂花 !轧花 !镂空 !剪花 !贴花等方法 或几者综合

运用 表现出/科技与艺术0 !/新与旧0 !/精细与粗

犷0相结合的产品风格 ∀

4  织物印染后整理

  通过各种印染后整理 可以使织物手感和外观

得以改善 ∀但染料 !浆料 !助剂 !废水及功能性整理

剂都会对人和环境带来很大危害 ∀近几年来 在环

境保护方面 染色 !印花 !后整理技术有许多突破 如

原液染色 低浴比 !喷射染色 转移印花 超临界 ≤

染色等 ∀其中超临界 ≤ 染色将是对染整工艺革

命性的改革 ∀它一改以水为基础的染整工艺 采用

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溶剂 染料吸收率为   剩

余染料可以回收再利用 没有废水排放 还可省略烘

干工艺 ∀数字喷墨印花技术将在小批量 !交货快的

产品中显示优势 ∀在喷墨印花中 图像通过 ≤⁄控

制 无论多少种色彩都可以用四色套版来完成 工艺

简单 !灵活 !清洁 ∀在后整理助剂方面 不用化学品

是重要的课题 生物酶将广泛应用于织物的整理 !染

色催化 !废水处理等工艺中 ∀纯生物酶整理品表面

光洁 !手感柔软 !悬垂性好 !起毛起球少 !织物尺寸稳

定性较好 ∀等离子处理可用于对织物或纤维的预处

理 它以电流放电产生的等离子气体为基础 使织物

表面产生不同的表面形态和活化作用 使织物吸色

率提高 ∀人们已认识到许多合成化学染料对人体有

一定的刺激和毒害作用 2×¬ ≥ 在

年新版中 有关致癌芳香胺确定为 个 涉及

的禁用染料上百种 ∀所以 天然染料重新受到大家

的重视 ∀植物染料不仅无毒无害 而且有些具有消

炎杀菌的功效 现代纺织品可以利用这些药用性能

作为天然抗菌整理剂 生产保健服装 ∀

5  结束语

  国际纺织品总的流行趋势是回归自然 纺织面

料将通过高新技术向天然化 !功能化方向发展 生态

纺织品将受到高度重视 ∀我国正在制定纺织品的安

全通用国家标准 目的是改善人们生活质量 保护生

存环境 实现纺织工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社会

的文明和进步 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关注 可以

认为未来的纺织工业将是绿色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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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面料对服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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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 现代人对服装的需求是为了更好的体现自我价值 !自我魅力 ∀服装的款式设计 !结构设计 !

缝制工艺设计都受到面料的影响 要提高服装档次 满足人们需求 就要选对 !选好面料 ∀

关键词 纺织面料  服装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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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 

生活的进步 人们对服装的需求不再是满足基本的

生理需要 而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 !自我魅力 ∀面料

对服装的款式设计 !结构设计 !缝制工艺设计都有一

定的影响 ∀

1  面料对服装款式设计的影响

  面料是指构成服装的基本用料和主要用料 一

般是指服装最外层的材料 ∀按加工方式可分为机织

面料和针织面料 按原料组成可分为天然纤维面料

和化学纤维面料 ∀日常所见的棉 !麻 !毛属于天然纤

维面料 涤纶 !腈纶 !粘胶属于化学纤维面料 涤棉 !

毛涤属于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的混纺面料 ∀面料性

能不同 对服装款式设计的影响也不一样 ∀

111  面料的悬垂性

悬垂性是指织物在自然悬挂状态下 受自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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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刚柔程度等影响而表现的下垂特性 ∀悬垂性与

纤维刚柔性关系很大 麻纤维刚性大 悬垂性不佳 

蚕丝 !羊毛柔性好 织物悬垂感强 针织物的线圈结

构使其悬垂性优于机织物 ∀面料的悬垂性对服装的

造型十分重要 悬垂性好的面料能充分体现出曲线

和曲面的美感 特别适合于做外衣类 !礼服类服装 ∀

112  面料的洗可穿性

洗可穿性又称免烫性 是指织物洗涤后 不经熨

烫整理或稍加熨烫而保持平整状态及形态稳定的

性能 ∀涤纶面料的洗可穿性最好 ∀天然纤维和人造

纤维吸湿性较大 下水收缩明显 且干燥缓慢 织物

形态稳定性不良 因而洗后表面不平整 皱痕明显 

必须经熨烫整理后 才能恢复洗涤前的平挺外观 现

在市面上流行的免烫裤 免烫衬衣均是根据面料的

这一特性设计制作的 它外观平整 !挺括 洗后不易

皱 极大方便了日益忙碌的人们 ∀

113  面料的色泽

面料的颜色和光泽同样影响着服装外观的效

果 同样一件款式的西装 黑色显得沉稳 !庄重 灰色

显得精干 !优雅 米色显得温和 !素雅 白色显得洁

静 !高雅 ∀同样一款造型简单的礼服长裙 选择有光

泽且悬垂性好的面料 显得华贵大方 ∀越是造型简

单的服装 越要慎重选择面料 ∀

2  面料对服装结构设计的影响

  结构设计是将设计效果图上的/型0或实样解

析 分解成基本的平面组件图 产业化生产还要进行

工业制版 ∀下面举例说明面料性能如何影响结构设

计 面料的收缩性 即织物在湿 !热 !洗涤情况下尺寸

收缩的现象 分为缩水性和热收缩性 ∀织物在常温

的水中 尺寸收缩称为缩水性 缩水程度以织物缩水

率表示 缩水率  缩水前尺寸 缩水后尺寸 Α缩

水前尺寸 ≅   ∀织物的经 !纬向缩水分别引起长

度和幅宽尺寸的改变 ∀因此 在结构设计中 应根据

经 !纬向缩水率 要预留缩水量 以保证服装尺寸的

合适和稳定 ∀

如 成品规格为裙长  胸围  ∀若用

棉质面料制作这件连衣裙 它的经向缩水率一般在

1  ∗ 1  纬向缩水率大约在   ∗ 1  则裙

长尺寸就应该是 裙长   ≅   1    1

 胸围   ≅   1    1 ∀若用丝质

面料制作 它的经向缩水率大概在   ∗   纬向

缩水率大概在   ∗   则裙长   ≅     

  胸围   ≅       1 ∀若用涤

腈混纺面料制作 它的经纬向缩水率均为   则裙

长  ≅       1 胸围   ≅  

    1 ∀由此可见 不同材质面料缩水率

不同 对结构设计中长度和围度的影响也不同 即使

是相同材质的面料 由于加工手段 !后整理方式的不

同 它们的缩水率也有差别 因此 在结构设计前 一

定要先弄清楚面料的性能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把结

构设计做好 ∀

3  面料对服装缝制工艺设计的影响

  面料的选择不仅影响着服装结构 !服装外观 同

样也影响着服装缝制工艺设计 ∀首先是对缝纫线的

选择 缝纫线与面料的原料相同或相近 才能保证其

缩率 !耐化学品性 !耐热性以及使命寿命等相匹配 

以避免由于线与面料性能差异而引起的外观皱缩弊

病 ∀缝线的粗细应取决于面料的厚度和重量 在接

缝强度足够的情况下 缝线不宜粗 因粗线要使用大

号针 易造成面料损伤 高强度的缝线对强度小的面

料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颜色 !回潮率应力求与

面料相匹配 ∀其次是对缝制工艺的要求 不同的面

料 缝制的难易程度不一样 平纹棉织面料 挺括坚

牢 !耐磨性好 !强度高 !布面匀整 容易缝制 ∀麻织面

料比棉布硬挺 抗皱及弹性稍好 容易缝制 ∀丝织面

料大多光滑平整 色泽柔和 不易缝制 ∀不同的面料

其毛边纱线脱落的难易程度也不同 对于毛边处纱

线极易脱落的面料 为了保证纱线尽可能少的脱落 

在加工时必须尽早包缝 因此 对于这类面料 如果

在其上面先进行其它的作业 如做省 !挖袋等 最后

处理料边 就显得工艺不够合理 ∀对于折边 如果面

料很厚 最好在折边时 不使用光折边 ∀一般化纤或

混纺面料 其保型性好 以及有些含毛量较高的面料

的下摆部位因其悬垂性好 经过料边处理后 一般不

用压明线 相反 对定型效果差的面料 则可以选用

压明线来处理料边 ∀服装加工工艺的好坏 直接影

响服装产品的外观和服用性 ∀

由此可见 面料对服装的款式设计 !结构设计 !

工艺设计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只有熟悉面料的特

色 才能设计 !制造出人们喜爱的服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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