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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针织技术在针织领域的应用

陶星安
(西安工程大学,西安710048)

摘 要:智能针织是将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巧妙融入针织领域的一项创新发展。这一技术革新涵盖了数字化设计、

模拟技术、人工智能以及3D打印针织技术,为针织行业注入了更高的灵活性和个性化生产能力。其中,数字化编织技术

通过计算机控制编织机械,实现高效率和高精度的生产过程,在智能针织领域、智能传感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它利用数据

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收集和分析生产过程中的数据,以实时监测和控制针织品的性能和品质,从而优化生产效率

和质量控制。智能针织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针织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为市场提供了更具创新性和个性化的产品,这不

仅增强了针织行业的竞争力,还促进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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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针织技术是当今迅猛发展的一项前沿技术,
正在引领着针织行业的革新。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

和纺织技术的融合,智能针织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

人们对纺织品和生活方式的认知。传统针织技术在过

去几个世纪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科技的

不断进步,智能针织技术已经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通过结合新算法、传感器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智能针

织能够实现自动化生产、个性化定制及功能性增强,为
纺织行业带来了无限的创新空间[1]。智能针织还给予

纺织品更多的功能性,通过集成各种传感器和电子元

件,智能针织可以实现智能感应、温度调节、湿度控制

等功能,为用户提供更舒适、健康和智能化的体验[2]。
智能针织还可以与物联网技术相结合,实现纺织品的

互联互通,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便捷的生活方式。
然而,智能针织技术的发展仍面临挑战和机遇。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突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和人才支

持,同时还需要与传统针织业进行创新协同。只有通

过持续的创新和合作,智能针织技术才能在未来发挥

更大的作用,为针织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1 数字化设计技术

1.1 发展及应用前景

数字化设计技术包括3D建模与可视化、CAD(计

算机辅助设计)、模拟与仿真、数据驱动设计、联机制造

和自动化。

3D建模与可视化技术是设计师能够通过三维建

模软件创建虚拟的针织品和服装模型。这种模型能够

以逼真的方式展示针织品的外观和质感,帮助设计师

更好地理解和调整设计方案[3]。CAD技术在针织设

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设计师通过软件工具提供了快

速而精确的设计和绘图功能,能够轻松地创建和编辑

针织图案。数字化设计技术还可以模拟和仿真不同的

针织技术和效果。通过计算机模拟,设计师可以在虚

拟环境中测试和验证不同针织结构、纱线组织和色彩

组合的效果[4]。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设计的准确性和创

新性,减少实际制作的试错成本。数字化设计技术还

允许设计师使用大数据和算法分析来指导设计过程。
通过分析市场趋势、消费者偏好和历史销售数据,设计

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精确定位目标受众,并根

据数据洞察进行针织品的设计和开发。当数字化设计

技术与智能制造技术结合之后使得针织制造过程更加

高效和智能化[5]。通过与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的联

机,数字化设计可以直接将设计文件传输给生产设备

进行制造,减少了人为操作和人工干预的需求,提高了

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

1.2 发展面临的障碍

数字化设计在技术上复杂,设计师需要具备相关

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对于传统针织设计师而言,学习

和适应新的数字化设计工具和软件可能需要时间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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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在信息化社会,技术总是不断更新和发展,设计师

要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不断跟进和学习新的技术,以
保持竞争力。

在设计成本方面,数字化设计技术需要投资工程

类软件及精密硬件设备。对于小型企业或个人设计师

而言购买这类设备具有一定的负担。此外,设备的运

行和维护也需要额外的费用,因此,成本问题会限制设

计师和企业采用数字化设计技术进行技术创新。

数字化设计技术通常利用大量的数据库进行数据

分析[2]。在数据库中包含设计文件、消费者信息等私

密信息,因此,数据隐私安全也是设计师和企业关注的

重要问题。确保数据的安全存储和传输,以及遵守相

关的数据保护法规和标准,是数字化设计技术发展面

临的挑战之一。

数字化设计技术要求设计师不仅具备设计方面的

能力,还需要理解和运用相关的技术。只有设计师与

技术人员进行有效的协作和沟通才能充分发挥数字化

设计技术的潜力,对设计师和技术人员而言同样是一

个挑战。在数字化设计技术的应用中,缺乏统一的行

业标准会导致不同软件和设备之间发生兼容性问题,

进而限制设计师和企业之间的数据交流合作[6]。因

此,建立行业标准同样是数字化设计技术面临的挑战。

2 人工智能

2.1 人工智能概述

对于人工智能概念的理解主要基于“人工”与“智
能”2个方面。“人工”即人工系统,是人类通过对自然

物的加工改造形成新的系统,旨在实现个体不能单独

实现的功能;“智能”则是通过对人的思维、意识等的信

息过程进行模拟并生成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智能机

器[4]。人工智能既可以通过计算和数据为人类提供延

伸服务,也能通过对外界环境进行感知,与人互补,解
决人类难以解决的难题,同时它还具有适应和学习特

性,能够进行自主更迭[5]。鉴于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

世界各国聚焦人工智能并掀起了新一轮产业化浪潮,

现阶段人工智能已应用于纺织服装等诸多领域。

2.2 人工智能在针织领域的应用

2.2.1 设计和模式生成

生成对抗网络(GANs):使用 GANs可以训练模

型来生成逼真的针织图案和设计。生成模型学习并生

成新的图案,判别模型评估生成图案的质量,并提供反

馈用于改进。

风格迁移:通过将不同图像的风格进行迁移,可以

将其他艺术品、照片或图案的风格应用到针织图案

上[7-8]。这使得设计师能够以新颖的方式创作独特的

针织设计。

2.2.2 质量控制

计算机视觉:使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如图像识别和

目标检测,可以自动检测针织品上的缺陷和问题。通

过将针织品的图像输入到训练有素的模型中,可以检

测出 断 线、错 位、缺 少 纱 线 等 问 题,并 及 时 发 出 警

报[9-12]。

纹理分析:通过对针织品纹理的分析,可以识别出

潜在的质量问题[13]。例如,可以学习常见的纹理缺

陷,并在生产过程中检测到它们。

2.2.3 生产优化

数据分析和预测:通过收集和分析生产数据,如生

产速度、设备利用率和质量指标,可以使用机器学习算

法构建预测模型[14]。这些模型可以预测生产周期、优
化设备调度和规划资源,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

自动调整参数:利用强化学习算法,可以训练智能

系统在不同生产环境中自动调整针织机的参数。系统

可以根据实时数据和目标指标,自动调整针织机的张

力、速度和针数等参数,以实现最佳的生产效果[15-18]。

2.2.4 自动编织和编织机器人

自动编织机:使用控制系统和智能算法,可以实现

自动编织机的控制和管理。系统可以根据输入的设计

图案,自动设置编织机的参数,并监控生产过程中的质

量和效率[19]。

编织机器人:结合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可以开

发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编织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

根据预定的图案设计和要求,使用针织技术进行自动

编织[20],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针数、颜色和纹理,实现高

度精确的编织过程。

2.2.5 个性化定制

数据驱动的个性化设计:通过收集消费者的偏好

数据和测量数据,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推荐和生成个

性化的针织设计。这使得消费者能够获得独特、符合

其需求的针织产品。

数字化试穿:使用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技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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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扫描和人体建模,让消费者在虚拟环境中试穿定

制的针织服装。这样可以确保服装在尺寸、款式和适

合性方面完全符合消费者的要求。

2.2.6 材料优化

预测性分析:通过分析和建模不同针织材料的性

能数据,可以预测它们在不同应力和环境条件下的性

能[8]。这有助于优化材料选择和使用,确保针织品的

质量和耐久性。

3 结束语

智能针织技术是当今纺织行业的一项革命性创

新,它以无限的潜力和广泛的应用引起关注。探讨了

智能针织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应用前景,通过深入了解

这一技术,探究它在推动纺织行业向前发展方面所具

备的巨大潜力。

智能针织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它可以应用于服

装、家居纺织品、医疗用品等领域。通过智能针织技

术,可以制造出更具创新性和功能性的纺织品,如智能

服装、医疗纺织品等。这些纺织品不仅具有更好的舒

适性和质量,还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然而,

智能针织技术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技术

的高成本可能限制了它的广泛应用;其次,需要培养更

多熟练的技术人才,以满足市场对智能针织技术的需

求;此外,智能针织技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也需要进一

步完善,以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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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IntelligentKnittingTechnologyintheFieldofKnitting
TAOXing'an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Intelligentknittingisaninnovativedevelopmentthatcleverlyintegratesdigitalandintelligenttechnologiesintothe

knittingsector.Thistechnologicalinnovationencompassesdigitaldesign,simulationtechnology,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3Dprinting

knittingtechnology,injectingtheknittingindustrywithhigherflexibilityandpersonalisedproductioncapabilities.Inparticular,digital

knittingtechnologyenabledhighlyefficientandaccurateproductionprocessesthroughcomputer-controlledknittingmachinery.Inthe

fieldofintelligentknitting,intelligentsensingtechnologywaswidelyused.Itusedemergingtechnologiessuchasdataanalyticsand

artificialintelligencetocollectandanalysedataduringtheproductionprocessinordertomonitorandcontroltheperformanceand

qualityofknittedproductsinrealtime,therebyoptimisingproductionefficiencyandqualitycontrol.Thewidespreadapplicationof

intelligentknittingtechnologydrived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theknittingindustry,providingthemarketwithmoreinnovative

andpersonalisedproducts.Itnotonlyenhancedthecompetitivenessofthetraditionalknittingindustry,butalsopromoted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

Keywords:digitaldesign;3Dprinting;dataanalysis;artificialintelligence


(上接第4页)
尚产业并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何借

助世界时尚舞台,将我国的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时尚之颠,离不开每个设计师对社会责任的坚守。希

望通过本研究,传播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唤起人们对传

统色的关注。推动中国传统色彩色谱体系的构建,可
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沟通色彩、分析色彩、应用色彩,
激发色彩应用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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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ValueofTraditionalChinese
ColorNamesinFashionIndustry

LIXiang,DENGXiaozhen*

(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Inthecontextofthemodernfashionindustry,traditionalcultureispresentedbutitismostlyfocusedonpattern,motif

andcraftsmanship,withlessemphasisoncolor.Itisimportanttoanalysethevalueoftraditionalcolornamesinfashionindustry.The

relationshipbetweentraditionalcolorsandfashionindustrywasexploredfromthreeperspectives:thedevelopmentofcolornames,

theoriginofcolornamesandtheapplicationoftraditionalcolorsinmodernsociety.Thevalueoftraditionalcolournamesinfashion

industrywasalso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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