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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样是梭织生产中常见的制版方法之一,其结构是否合理对智能毛衫下数软件有很大影响。鉴于梭织面料

的服装结构研究较为成熟,尝试了将梭织纸样设计的方法及技巧运用在智能毛衫下数,并验证其可行性。分析了目前毛

衫智能下数在版型设计及工艺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服装与毛衫不同部位的结构差异,对梭织纸样版型的形状进行了调

整,设计了一个快捷且合体的智能下数方法,为毛衫智能下数提供了理论依据,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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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毛衫时装化、个性化、合体结构化趋势的发

展,人们对毛衫的版型要求更加精细化,甚至超越梭织

版型的要求。毛衫属于横编织工艺,纱线的支数和股

数、横密和直密、机器的针号及工艺等参数,直接影响

到毛衫的尺寸、结构线弧度形状稳定等。现有毛衫智

能下数软件在制版过程中存在结构版型随意变化缺乏

灵活性的瓶颈。梭织服装产品开发中,相关制版软件

及辅助设计软件不少于200种,如国外有PGM、格博、
力克、德卡软件系统,国内有ET、富怡、智尊宝纺等软

件系统,在国内外软件的兼容性上,ET软件可以与格

博、力克软件之间实现文件互通、硬件直连,正是ET
软件的易操作,兼容性强,真正实现了服装CAD行业

的标杆[1]。而毛衫设计与制版软件仅有睿能、迈宏等

极少常用的工艺计算软件系统,缺乏智能化、可视化等

虚拟仿真的效果,而智能下数软件在毛衫下数、工艺设

计等方面走在这个领域的前列,目前在工艺计算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为了更好地在毛衫下数方面有所突破,在成熟梭

织纸样设计基础上,将纸样导入毛衫智能下数软件中,
沿服装结构线调整及描绘版型,设置毛衫编织工艺相

关参数,从而提升毛衫在时尚个性产品版型设计与开

发、智能针织软件升级、毛织生产效率等技术,具有一

定的实践应用价值。

1 梭织服装与毛衫版型的区别

毛衫又称毛针织品,是利用天然纤维、化学纤维或

混纺的纱线通过横机退圈、垫纱、带纱、闭口、套圈、连
圈、脱圈、弯纱、成圈、牵拉等阶段运作成圈的过程[2]。
而梭织是由经纱和纬纱上下交叉穿梭而成的结构材

料。梭织服装受面料自由裁剪的特点,其版型可以根

据人体的结构及尺寸以平面设计和立体裁剪2种方式

形成纸样后,沿着纸样轮廓裁剪面料而形成衣片,再进

行缝制形成合体的服装。毛衫的版型形成是经过开针

数和循环转数通过加针、收针、套针、停针等多种工艺

手法形成幅片,最后经过缝盘缝制在一起的一个制作

过程。受纱线支数、织法及后整等影响,毛衫的伸缩性

强、垂感强、手感较柔软,结构的合体度处理与梭织服

装相比,有较大的差异。

2 智能下数软件存在的问题

智能下数软件从技术上解决了毛衫工艺智能计算

的关键问题,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专业工具、专业

实操、操作习惯及相关的参数设置等问题。

2.1 版型修改复杂

智能下数软件系统里内置一些常规的毛衫款式版

型,有利于快速选择款式,直接形成下数版型,这对于

普通款式且常规尺寸的毛衫制版效率较高。但对于一

些个性时尚复杂款式,在尺寸调整和版型变化制作过

程中,需选择相应的部位关键点重新设置或修改尺寸,
如图1所示,修改过程较为复杂。

2.2 操作过程复杂

在登录智能下数软件时,首先需输入版单相关资

料,内容包括开单日期、生产编号、系列编号、款式编

号、客户备考编号、客户名称、款式描述、跟单人员、下
数师傅、制单类别、度量单位、机器针号、织机阔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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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数、缝盘针号、缝盘纱线等,缺乏数据部分需选择导

入性操作,且需逐一地填写,操作过程过于繁琐。

图1 尺寸调整表

2.3 制版耗时

登入下数纸、填写好制单资料,设置字码及平方等

参数之后,在方型母版里添加毛衫各部位的关键操作

节点,用[横向尺寸]和[直向尺寸]设置织片各部位的

尺寸。整体制版过程,耗时过多,直接影响毛衫产品开

发的效率。

3 纸样与智能下数软件的结合运用

纸样设计也称为服装结构设计,通常使用服装专

业的计算机辅助软件(简称服装CAD)进行制版设计,
在行业中以ET和富怡软件使用为多,院校使用富怡

CAD较多,企业使用ET较为普遍,两者差异不大。现

以服装CAD软件绘制一个T恤针织版型,将平面纸

样图导入智能下数软件后整个应用过程的具体效果。
首先,使用服装CAD设计与制图软件绘制短袖圆

领T恤纸样图(图2);将所绘制好的纸样以图片的形

式置入到智能下数软件中,且将T恤衫纸样图设置于

毛衫母版的底部,再使用添加多点工具,沿着纸样图形

的外轮廓描摹相应的图形(图3);添加[修改下数](图

4)修改下栏工艺、袖窿底套针、袖窿弧线收花工艺、肩
部的停针,领底的收针等关键部位的工艺参数,最后形

成准确的毛衫版型,成功转换为针织图像进行工艺设

计

图2 T恤纸样

图3 描摹图形

图4 修改下数软件数据

毛衫下数(版型设计)是毛织产品开发过程中最为

重要的部分,特别对于特殊款式版型设计来说,是最大

的问题,通过梭织服装版型设计出来的纸样,尺寸更加

准确,合体度更高[3]。

4 纸样在智能下数软件的作用

由于服装与毛衫两者的生产制作工艺和产品研发

过程完全不同,研究者使用绘制的纸样植入智能下数

软件应用后,毛衫的研发过程起到了颠覆性的发展作

用。

4.1 产品开发效率高

纸样植入智能下数软件,制版时间缩减80%,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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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制版的速度,提升了毛衫产品开发的效率。

4.2 贯通梭织与毛衫技术

从纸样过渡到毛衫工艺智能计算,如图5所示,拉
近了梭织与毛织产业人员技术之间的距离,排除相互

间技术的壁垒。从2种经纬织物生产角度上分析,梭
织生产过程更直观,毛衫生产技术更抽象化。纸样在

智能下数软件植入后,梭织技术人员有信心地往毛针

织技术方面研究与探讨,这直接解决了当前毛织技术

人才短缺问题。

收完领花再织2转完

1-2-2
1-3-2领： （无边）

5转中落35支分边即收领20转脚边挑吼
34转脚边1/2支扭叉
4-2-4
3-3-3
2-3-3

（4支边）

两边各套针9支即收140转
衫身：纬平针间色30转

收完领花再织11转完
收第9次领花另2转脚边挑吼

3-2-2
2-2-2
2-3-3

（无边）

领：1-3-3（套针）

34转脚边1/2支扭叉
4-2-2
3-3-5
2-3-4

（4支边）

两边各套针9支即收140转
衫身：纬平针间色30转

前幅全长拉291/8吋

衫脚：1�1 A色1条毛
后幅：开307支1转圆筒
后幅全长拉287/8吋

衫脚：1�1 A色1条毛
前幅：开317支1转圆筒

图5 工艺智能计算

4.3 款式个性化

毛衫受梭织服装款式多样化的影响,个性化、时尚

化款式定制越来越普遍,纸样上能够形成的款式或设

计的结构片,均能便捷地进行产品开发,并能做到虚拟

仿真的效果(图6)。

图6 虚拟仿真

5 结语

通过梭织纸样技术与智能下数软件结合应用,提
高了时尚毛衫产品开发及毛衫生产的效率,大幅度地

降低了毛衫产品的研发成本,打通梭织纸样技术与毛

衫制版技术的无缝对接,实现生产力从“量”到“质”的
转型,全面实现毛衫全面生产智能化以取得更大的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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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WovenPatternintheIntelligentCalculationSoftwareofSweater
CAIJun-nan

(CollegeofArchitectureandArtDesign,HuizhouEconomicsandPolytechnicCollege,Huizhou516057,China)

  Abstract:Patternwasoneofthecommonmethodsofmakingplateinshuttleweaving.Whetheritsstructurewasreasonableornot

hadagreatinfluenceonintelligentsweaterdesignsoftwear.Inviewofthematureresearchonthestructureofwovenfabric,themeth-

odandskillofwovenpatterndesignwereappliedtothesmartsweatersoftware,anditsfeasibilitywasverified.Theexistingproblems

inpatterndesignandtechnologicalcalculationofintelligentsweatersoftware,andthestructuraldifferencesofdifferentpartsofgar-

mentandsweaterwereanalyzed.Thepatternshapeofwovenpaperwasadjusted.Aquickandintegratedintelligentdesignmethod

wasformed,whichprovidedatheoreticalbasisforsweaterintelligentdesignandhadcertainpracticalapplicationvalue.

Keywords:wovenpattern;sweater;intelligentdesign;plate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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