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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织原理,以及鞋口普通编织方法的编织过程。通过前后针床一隔一

拆分,单针床一隔三拆分,前后针床一隔一加一隔三拆分,对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织的不同厚度进行了分析,

对鞋口普通编织和拆行编织进行了比较;通过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织方法改变组织厚度和线圈间的张力,满

足了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贴体性和伸缩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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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片成型方式的全成型3D针织鞋面是以2色

空气层提花为基本组织,采用局部编织和收针的方式

改变织物的形状,从而达到所需轮廓外形。运用拆行

组织、移圈挑孔组织、鼓包组织等使全成型3D针织鞋

面的花样和颜色多变、造型美观,因此,其鞋面受到消

费者的喜爱。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编织方式的选

择对于运动鞋包覆性和束紧性起到重要作用。普通方

法编织的鞋口采用满针成圈编织的空气层组织,其相

对轻薄,但伸缩性、贴体性较差。采用拆行方法编织的

鞋口对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进行拆分为多个编织横

列,使其空气层组织中间夹层增加浮线改变组织的厚

度,同时拆行隔针编织的方式改变线圈间的张力,缓
解、改善或者解决这些问题。对鞋口拆行编织方法按

厚度进行分析说明,为全成型3D针织鞋面开发提供参

考。

1 鞋口的拆行编织

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普通编织方式通常采用

循环的单面纬平针编织,两端封闭,呈中空状的空气层

组织(又称元仝)[1],是指位于同一编织横列上所有线

圈都要进行成圈,如图1所示。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

口拆行编织是将位于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隔针拆分成

多个编织横列上如图2所示,位于第①横列上的线圈

A、B、C出针编织成圈,位于第②横列上的线圈D、E出

针编织成圈所拆分编织横列的线圈相加是一个满针效

果(拆分相隔织针距离不得超过2.54cm)。

2 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的编织方法

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为空气层组织,前后针床

织针只进行成圈的编织动作,可分为同一编织横列线

圈满针编织的普通编织方式和同一编织横列拆分为多

个编织横列的拆行编织方式。

2.1 普通编织法

电脑横机的制版是组织横机工作的控制信号(即
对电脑横机本身发出指令),其使用色码表示具体的动

作、动作的顺序和编织方法[2]。图1(a)为前后针床对

应5个针位和前后针床Ⅷ个编织横列的制版图。其编

织过程如下:
制版第Ⅰ行 : 前针床编织(无连接),

接收的指令为前针床的5个针位的织针都要出针编织

成圈,对应线圈示意图为图1(b)中第①横列,第①编

织横列对应的5个针位分别出针形成A、B、C、D、E线

圈,完成满针编织横列。
制版第Ⅱ行 : 后针床编织(无连接),

接收的指令为后针床的5'个针位的织针都要出针编织

成圈,对应线圈示意图为图1(c)中第①'横列,第①'编
织横列对应的5'个针位分别出针形成 A'、B'、C'、D'、

E'线圈,完成满针编织横列。
制版第Ⅲ、Ⅴ、Ⅶ行分别对应图1(b)中②、③、④

编织横列同为前针床的5个针位织针都要出针完成满

针编织横列。
制版第Ⅳ、Ⅵ、Ⅷ行分别对应图1(c)中②'、③'、④'

编织横列同为后针床的5'个针位织针都要出针完成满

针编织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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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后针床线圈示意图

图1 普通编织鞋口

2.2 拆行编织法

电脑横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选择织针编织或

者不编织,这样就为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织

提供了方便,在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织中,

依据工艺需要设置织针参与编织或者不参与编织[3]。

全成型3D针织鞋面拆行编织鞋口是根据位于同一编

织横列上的线圈隔针拆分行数的多少确定分类,拆分

的行数越多,所形成织物的厚度就越厚。

2.2.1 拆行编织的薄鞋口

拆行编织的薄鞋口是对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进行

一隔一的选针成圈编织,在其空气层夹层中形成较短

的浮线增加织物的厚度。如图2(a)为前后针床对应5

个针位和前后针床Ⅷ个编织横列的制版图。其编制过

程如下:

制版第Ⅰ行 : 不织(空针),此编织横

列接受的动作指令为前针床编织,选针器对第2和第4
针位的织针不进行选针编织,对应的线圈示意图为图2
(b)中的第①横列,其第1、3、5针位织针出针形成线圈

A、B、C,第2、4针位织针不出针形成浮线。

制版第Ⅱ行 :此编织横列接受动作指令

为前针床编织,选针器对第1、3、5针位织针不进行选

针编织,对应的线圈示意图为图2(b)中的第②横列,

其第2、4针位的织针出针形成线圈D、E,第1、3、5针

位织针不出针形成浮线。第Ⅰ行和第Ⅱ行相加完成一

个前针床满针横列。

制版第Ⅲ行 :此编织横列接受的动作指

令为后针床编织,选针器对第2'、4'针位的织针不进行

选针编织,对应的线圈示意图为图2(c)中的第①'横

列,其第1'、3'、5'针位织针出针形成线圈A'、B'、C',第

2'、4'针位织针不出针形成浮线。

制版第Ⅳ行 :此编织横列接受动作指令

为后针床编织,选针器对第1'、3'、5'针位织针不进行选

针编织,对应的线圈示意图为图2(c)中的第②'横列,

其第2'、4'针位的织针出针形成线圈D'、E',第1'、3'、

5'针位织针不出针形成浮线。第Ⅲ行和第Ⅳ行相加完

成一个后针床满针横列。

制版第Ⅴ、Ⅵ行为前针床的第二次循环对应的线

圈示意图为图2(b)中③、④编织横列,制版第Ⅶ、Ⅷ行

为后针床的第二次循环对应的线圈示意图为图2(c)中

③'、④'编织横列。

2.2.2 拆行编织的较厚鞋口

拆行编织的较厚鞋口前后针床进行一个满针的编

织横列,前针床再增加一个横列将此横列拆分为一隔

三的编织横列。前针床与后针床编织横列比例为2∶1
使其空气层前床凸起,编织横列拆分进而增加厚度。

如图3(a)为前后针床对应4个针位和前后针床Ⅻ个编

织横列的制版图。其编制过程如下:

制版第Ⅰ行和第Ⅱ行编织横列接收的指令为前后

针床的4个针位的织针都要出针编织成圈,同普通编

织鞋口。

制版第Ⅲ行 :编织横列接受指令为前针

床第1针位织针进行选针编织成圈,第2、3、4针位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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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不出针,对应的线圈示意图为图3(b)中第②横列,

第②编织横列第1针位织针出针形成线圈E,第2、3、4
针位不出针形成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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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后针床线圈示意图

图2 拆行编织薄鞋口

制版第Ⅳ、Ⅴ、Ⅵ行编织原理同第Ⅲ行,分别对应

前针床第2、3、4针位织针选针编织成圈,其余针位形

成浮线。
制版第Ⅵ、Ⅶ、Ⅷ、Ⅸ、Ⅹ、Ⅺ、Ⅻ行为拆行编织的较

厚鞋口第二组循环其编织成圈过程同上述第一组。

2.2.3 拆行编织的厚鞋口

拆行编织的厚鞋口中对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进行

两种拆分,一种为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进行一隔一的

选针成圈编织,另一种为同一编织横列线圈进行一隔

三选针编织。拆行编织的厚鞋口中包含短浮线和长浮

线,即保证组织稳定性,又增加厚度。如图4(a)为前后

针床对应4个针位和前后针床Ⅻ个编织横列的制版

图。其编制过程如下:
制版第Ⅰ、Ⅱ、Ⅲ、Ⅳ行编织方法采用同拆行编织

薄鞋口,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进行一隔一的选针成圈

编织,其编织横列接受指令同拆行编织薄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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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后针床线圈示意图

图3 拆行编织较厚鞋口

制版第Ⅴ、Ⅵ、Ⅸ、Ⅹ行编织方法同较厚鞋口一样,
每一横列前针床对应针位织针出针进行成圈编织,其
余针位不出针形成浮线,四个编织横列相加为一个满

针横列。
制版第Ⅶ、Ⅷ、Ⅺ、Ⅻ行编织方法同较厚鞋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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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横列后针床对应针位织针出针进行成圈编织,其
余针位不出针形成浮线,四个编织横列相加为一个满

针横列。
拆行编织的厚鞋口相比于较厚鞋口增加后床横列

的拆分,进一步增加编织浮线进而满足增加厚度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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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后针床线圈示意图

图4 拆行编织厚鞋口

3 影响鞋口贴体性和伸缩性的因素

3.1 纱线

全成型3D针织鞋面原材料主要为长丝,按功能可

分为三类,一类为主体支撑作用,多采用涤纶低弹丝、
锦纶低弹丝、高弹丝等;第二类是黏合增强作用,主要

有涤纶热熔丝、锦纶热熔丝、涤纶低熔点皮芯丝等;第
三类是增加鞋面材料的弹性,有氨纶裸丝、涤氨包覆

丝、锦氨包覆丝等[4]。为实现鞋领口处对弹性性能及

包覆支撑功能的要求,在编织过程中需加入一根弹性

橡筋共同编织,该组织结构不仅易于编织,具有较好的

弹性,同时增加了织物厚度,在满足鞋领口处功能要求

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5]。采用不同纱线编织

的鞋口,其纱线自身回弹参数的不同对鞋口的贴体性

和伸缩性有重要影响。

3.2 编织方式

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编织方式有以下几种双

层组织:双罗纹组织编织的鞋口,是由2个罗纹组织彼

此复合而成;双罗纹空气层组织编织的鞋口,是由双罗

纹和空气层组织复合而成;普通空气层组织编织的鞋

口,是由循环的单面纬平编织呈现中空夹层,为单一的

双层的纬平组织,相邻线圈间张力相同的情况下会影

响鞋口的伸缩性,其织物厚度固定且较薄;拆行空气层

组织编织的鞋口,是将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隔针拆分

成多个编织横列上,增加浮线改变织物的厚度同时加

大相邻线圈间张力,织物有较好的弹性,丰满紧密贴体

性较好。通常鞋口位置需要回弹性和伸缩性较好的组

织,织物尺寸稳定性较好、延伸性小的编织方式很少被

采用。

4 普通编织与拆行编织鞋口的比较

普通编织鞋口是同一编织横列的所有线圈出针成

圈编织,即循环的单面纬平编织呈现中空夹层,为单一

的双层的纬平组织。相邻线圈间张力相同的情况下会

影响鞋口的伸缩性,其织物厚度固定且较薄。
拆行编织鞋口是将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拆分到多

个编织横列。拆分方式可为一隔一、一隔二、一隔三或

多种拆分方式组合。同一编织横列线圈在拆分时运用

选针编织的方式,使拆分横列相邻线圈间形成浮线,拆
分横列线圈相加为一个满针横列。在不改变外观的同

时增加鞋口组织中空夹层的浮线改变鞋口组织厚度达

到鞋口的贴体性,相比于普通编织的鞋口拆行编织的

鞋口把线圈拆分在不同编织横列,线圈间增加浮线改

变线圈间的张力,隔针的编织方式也将增加鞋口组织

的伸缩性。
拆行编织鞋口相对于普通编织鞋口的组织稳定性

较差。普通编织鞋口为同一横列出针成圈,相邻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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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张力相同,组织稳定性较好。拆行编织鞋口在拆行

选择上隔针越多线圈间形成的浮线就越长其稳定性越

差,在需要厚鞋口时拆行方式通常选用一隔一和一隔

三组合使用,增加鞋口组织厚度的同时兼顾其稳定性。
普通编织鞋口在其织物稳定性上更优,拆行编织

鞋口通过拆行增加浮线改变织物厚度加强贴体性,隔
针浮线改变线圈间张力增加可伸缩性。在全成型3D
针织鞋面开发设计中设计师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鞋口

编织方式。

5 结语

拆行编织是把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拆分到不同的

编织横列上,拆分出的横列线圈相加为一个满针横列,
在空夹层中形成浮线的一种编织方式。通过前后针床

一隔一拆分,单针床一隔三拆分,前后针床一隔一加一

隔三拆分,对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织的不同

厚度进行分析,实物外观效果与普通编织几乎无差别,
其性能上实现了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对贴体性和

伸缩性的要求。因此,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

织方法可以代替普通编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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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KnittingMethodforFully-fashioned
3DKnittedShoeUpperandTopline

ZHANGZe-jun
(CollegeofArtandDesign,HuizhouEconomicsandPolytechnicCollege,Huizhou516057,China)

  Abstract:Theprincipleofsplit-rowknittingmethodforfully-fashioned3Dknittedshoeupperandtoplinewasintroduced,andthe

knittingprocessofregularknittingmethodsfortoplinewasalsodescribed.Bymakingonespliteveryotherrowonthefrontandback

needlebed,threesplitseveryotherrowonthesingleneedlebed,andonespliteveryotherrowplusthreesplitseveryotherrowon

frontandbackneedlebed,theresultingdifferentthicknessesofthefully-fashioned3Dknittedshoeupperandtoplinebythesplit-row

knittingmethodwereanalyzed.Theregularandsplit-rowknittingmethodsfortoplineswerecompared.Theconstructionthickness

andthetensionamongloopswerealteredbythesplit-rowknittingmethodoffull-fashioned3Dknittedshoeupperandtopline,soas

tomeettherequirementsoftightfitnessandelasticity.

Keywords:fully-fashioned;3Dknittedshoeupper;topline;regularknitting;split-rowkn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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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haracteristicsandApplicationInheritance
ofDongMinority'sFabricinWesternHunan

PENGDi,CHENXiao-ling,PIShan-shan
(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Abstract:TheDongminority'sfabricwasthehandmadetextileofDongnationalityandithadtheuniquenationalcharacteristics.

WesternHunanasthegatheringplaceofthepeopleofDongnationality,theDongminority'sfabricshoweditsuniquecharacteristics.

ThroughthefieldinvestigationofDongMinority'sfabricinwesternHunan,thephilosophy,technology,functioncharacteristicsof

Dongminority'sfabricweresummarized.TheinheritancewayofDongminority'sfabricinwesternHunanwasdiscussed.

Keywords:Dongminority'sfabricinwesternHunan;skillcharacteristic;applicationand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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