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纺  织  学  报
∏×¬ 

∂ 



数码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规范化设计原理和方法

周赳 李启正
浙江理工大学 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浙江 杭州  

摘  要  多色经提花织物是传统提花织物的典型品种 结合数码设计技术 提出合理的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规范化

设计原理和方法 指导建立数码色彩模型和数码组织库 从而提高产品开发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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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纺织是计算机技术与纺织技术相结合的产

物 ∀提花织物一直是纺织高技术的代表产品 数码

提花织物的研究基于数码设计技术和数码生产技术

的应用 改进传统的多色经提花织物 并以数码设计

原理为基础 提出规范化设计的方法 建立合理的数

码色彩模型和数码组织库 将大大提升该类产品的

开发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

1  数码技术对开发多色经提花织物的影响

111  数码技术在提花织物设计和生产中的应用

目前提花织物的设计普遍采用纹织 ≤⁄系统 

生产则以电子提花机与新型织机进行配套 其设计 !

生产在全数码控制过程中完成 提花织物的相关数

据均在计算机中处理 !控制和传输 如图 所示 ∀为

提花织物的设计和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数码技术0

环境≈ ∀

112  多色经提花织物的基本特点

传统提花织物的品种很多 从组织结构上看 主

要有单层 !重纬 !重经 !双层 种基本类型 并常运用

抛道密纬 !色经变化 !色纬变化 !局部填芯 !花式线

运用等手段来丰富提花织物的设计 增强织物表面

   

纹样Π照片

扫描分色

纹织 ≤⁄系统

组织设计

电子纹板
电子式提花机

织造
剑杆织机

图 1  提花织物全数码设计和生产流程

织纹的装饰性和趣味性≈ ∀多色经提花织物一般为

全色织产品 普遍应用在装饰织物上 使用的经向原

料组合具有 色或 色以上的色彩 一般为  ∗ 

组 最多可达 组 纬向原料组合也有 色或 色以

上的色彩 一般为  ∗ 组 最多可达 组 因此多色

经提花织物表面的织纹色彩变化丰富 装饰效果优

良 在装饰织物中属中高档产品 ∀据综合分析 常规

的多色经提花织物主要工艺参数如下 

经组合的线密度 1 ∗ 1 ¬多色 经密

 ∗ 根Π  ∀纬组合的线密度 显色纬 1

∗  ¬色 固结纬 1 ∗ 1 ¬纬密 

 ∗ 根Π ∀成品幅宽  ∗  ∀下机织

缩   ∗   ∀

多色经提花织物在设计上综合了重纬 !重经 !双

层 种基本组织类型 结构复杂 在生产上受提花机



装造的限制 不宜频繁变动工艺参数 因此设计难度

较大 ∀随着数码设计技术的应用 对设计方法进行

规范化处理 建立适用的数码色彩模型和数码组织

库 大大提高了该类产品的设计效率和新产品开发

速度≈ ∀

2  数码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数码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设计 要求织物色彩和

织物结构实现完美的结合 须深入分析多色经提花

织物设计中的色彩及结构原理 ∀织物的色彩是由

经 !纬纱的交织点混色而成 有了经 !纬纱的色彩 才

能设计交织点的混色效果 ∀数码多色经提花织物的

规范化设计首先要确定适用于经 !纬纱色彩配置的

原色 再以原色为基础建立该类产品的色彩模型 依

据该色彩模型完成经 !纬纱交织点的混色设计 也就

是织物结构的设计 ∀因此 数码多色经提花织物的

规范化设计主要围绕织物的色彩设计和结构设计

展开 ∀

211  色彩设计原理和规范化设计方法

    原色设计原理和色彩模型  在设计学的色

彩原理中 任何色彩都是由原色的不同分量混合而

成 对原色的解释主要有以下 种 色光三原色为

红 !绿 !蓝 色料三原色为红 !黄 !蓝 生理四原色为

红 !黄 !蓝 !绿 印刷四原色为蓝 !品红 !黄 !黑 ∀其中

生理四原色是人体眼睛对色彩感觉的基础 由于肉

眼对绿色特别敏感 由黄 !蓝色混合而成的绿色在色

彩表现上存在欠缺≈
所以以上 种原色中只有生

理四原色红 !黄 !蓝 !绿符合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设

计特点 ∀根据构成色彩的三要素色相 !明度和纯

度的特点 黑白 色在织物色彩明度和纯度的调节

中必不可少 所以由红 !黄 !蓝 !绿 !黑 !白构成的色彩

模型是多色经提花织物理想的色彩模型 ∀

    经纬色彩组合设计的规范化  依据多色经

提花织物色彩模型的特点 应用多色经提花织物的

经纬色彩组合设计时 可以规范如下 ∀

色经的经组合 红 !黄 !蓝 !绿 色经的纬组

合 黑 !白 !黄绿Π银灰黄绿或银灰为固结纬 ∀

色经的经组合 红 !黄 !蓝 !绿 !黑Π白黑或

白 色经的纬组合 黑 !白 !黄绿Π银灰黄绿或银

灰为固结纬 ∀

色经的经组合 红 !黄 !蓝 !绿 !黑Π白 !白Π黑 

色经的纬组合 黑 !白 !黄绿Π银灰黄绿或银灰为

固结纬 ∀

在以上经纬色彩组合设计中 红 !黄 !蓝 !绿为多

色经提花织物的原色 原色及其混合色为织纹的显

色色彩 黑 !白用于调节织纹色彩的明度和纯度 ∀

红 !黄 !蓝 !绿 !黑 !白共同构成的色彩模型是该类产

品经纬色彩组合设计的基础 ∀若将原色概念的红 !

黄 !蓝 !绿延伸到以原色为中心的系列色就可以完成

织物色经的配色方案 根据系列色的等级多少 可以

方便地实现数百到数千的配色效果 ∀在纬组合色彩

设计中 黑 !白为基本色 也可以延伸到深色和浅色

的配置 如果纬组合中有固结纬 应采用对织物色彩

影响较小的调和色≈ ∀

因此 根据以上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色彩设计原

理  ∗ 色经的经纱色彩组合设计可以规范为 以 

色经中红系色 !黄系色 !蓝系色 !绿系色为基础 加

黑 !加白形成 色经和 色经品种 其中红 !黄 !蓝 !

绿系列色表示由各自的色彩偏色组成的系列色 根

据设计要求选择各系列色中的一色应用于色经 规

范排列顺序为红系色 !黄系色 !蓝系色 !绿系色 !白Π

黑 !黑Π白 纬纱色彩组合设计可以规范为 黑纬 !白

纬用于显色 也表示为深色纬和浅色纬的配置 固结

纬则根据设计需要增加 色彩采用影响较小的调和

色 如黄绿或银灰 规范排列顺序为黑深纬 !白

浅纬 !固结纬 ∀

212  结构设计原理和规范化设计方法

    经纬结构设计的显色原理  根据多色经提

花织物色彩模型和结构设计的特点 当经纱组合在

 ∗ 组之间时 可以采用单经色显色 !双经色组合

显色和 经色组合显色 种显色方法来进行织物织

纹色彩设计 ∀因此在相同的组织结构下 可行的多

色经提花织物的经纱显色原理和色彩数如下 ∀以下

各式中的 Ν为经纱组数 ∀

单色显色法   ≤


Ν  Ν 

双色组合显色法 

≤


Ν  Ν Ν  Π ≅  

  三色组合显色法 

≤


Ν  Ν Ν   Ν  Π ≅  ≅  

  若该产品纬向结构为 纬 考虑到固结纬上经

纱的辅助混色因素 若设定固结纬上的经纱最多显

色 在以上计算中 式的结果将再乘以≤


Ν  

≤


Ν  式的结果再乘以≤


Ν   ≤


Ν  式的

结果再乘以≤


Ν   ≤


Ν 或 ≤


Ν  Ν  考虑到经

纱显色原理和色彩数分别在黑色和白色种显色纬

上应用时 以上计算的织物表面显色数加倍表示 ∀

以 色经 组纬为例 相同组织结构的织物表面织

纹色彩数为 

≈≤


Ν ≅ ≤


Ν  ≤


Ν  ≤


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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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Ν  ≤


Ν  ≤


Ν ≅ ≤


Ν ≅ 

 ≈ ≅      ≅      ≅  ≅ 

      ≅   色

  以上分析表明 色经 组纬品种 在一种组织

结构下 通过变化经纱的色彩组合 可以形成 种

有效的织纹色彩数 ∀而织物品种改为 色经和 色

经时 计算结果分别为 色和 色 ∀

    组织设计原理和方法  规范的多色经提花

织物经纬色彩组合设计是进行组织设计的前提 显

色原理中的色彩表达要由组织设计来实现 多色经

提花织物的组织设计可以分为表组织设计和里组织

含背衬组织设计 部分 ∀表组织设计决定织物织

纹的组织显色方法 里组织设计主要用于调节织物

的相关物理性能 并常采用变化背衬组织浮长 增加

接结组织的方法来控制不同规格织物的紧度和交织

的组织平衡 ∀因此多色经提花织物的组织设计是表

现表面纹样效果和保障织物数码高效率生产的重要

因素之一 ∀

经起色的表组织设计方法与规范 ∀多色经提

花织物的表组织设计是通过组织设计来表现多组经

在不同纬纱基础上的表面显色效果 设计构思主要

有 种 以单显色纬为基础设计经色效果 和以显色

纬和固结纬为基础设计经色组合效果 ∀组织设计时

需综合应用重纬 !重经和双层结构组织设计的方法 ∀

表组织设计按经纱在显色纬上的显色量来表现色彩

混色效果 没有固结纬时 可以设计经与纬组织点比

例为 Β !Β !Β !Β !Β !Β !Β的组织用于表

现织纹色彩的渐变 有固结纬时 织纹色彩的渐变组

织设计为 经与纬组织点在显色纬上的比例为 Β !

Β !Β !Β !Β !Β !Β 与固结纬形成平纹变化

组织 以 色经品种为例的红色系经纱显色的表组

织设计方法如图 所示 ∀

图 是一种基本类型的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表组

织设计方法 显色经纱的色彩随经纱浮长的变化而

变化 ∀在采用数码织造时 对组织平衡要求较高 也

可以运用相同组织循环的表组织设计方法设计织纹

色彩的渐变 ∀同样 根据多色经织物经纬结构的显

色原理 以 色经 组纬为例 每个表组织可以形成

种经纱色彩效果 ∀如果改变原料和增加经纬密

度 表组织设计类型随之增加 多色经提花织物的显

   

图 2  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表组织规范设计方法示意图表面展开图

色更加丰富 能达到数码仿真彩的效果 ∀

经起色的里组织设计方法与规范 ∀多色经提

花织物的里组织设计不影响织物表面效果 设计构

思主要有 种 一是根据表组织特点 设计与之相适

应的里组织 二是表组织不变 通过设计里组织改变

织物的物理性能 如厚度 !弹性 !紧度等 合理的里组

织设计能调整织物的组织平衡 大大提高数码织造

的生产效率 ∀以 色经品种为例的红色系经纱显色

的里组织设计方法如图 所示 ∀

图 采用的是在相同表组织下设计不同里组织

   

图 3  多色经提花织物的里组织规范化设计方法示意图纬分解图

的基本方法 实际应用时要根据不同品种进行变化

设计 织物的组织平衡可以通过调节里组织的浮长

和交织次数来实现 ∀另外 设计织物里组织时用不

用接结组织 采用何种接结方式要结合表 !里组织特

点和纹样的构图来综合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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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弱的排列顺序为 菱形

 !重绉组织


 !省

综法 ) 绉组织

 !旋转法 ) 绉组织


 !蜂巢



 ∀从表 的测试结果基本也能看出这种规律 ∀

绉组织的特点是在一个组织循环内 经 !纬纱的浮长

长短不一 且沿不同方向交错配置 不出现纵 !横或

斜向纹路 使织物表面具有分布均匀呈细小颗粒状

凹凸的外观效应 更接近荷叶表面的纳米级凹凸 所

以这类组织织物的拒水性普遍较好 ∀

312  透湿性和透气性

种织物的透湿性和透气性测试结果如表 所

示 ∀由表 可知 经拒水整理后 织物透湿量和透气

量均有所下降 ∀如果既要求织物的拒水性好 又要考

虑到织物服用舒适性方面的要求 选择 
织物较合

适 ∀
表 3  透湿量 !透气量测试结果

织物编号
透湿量Π## 透气量Π##

未经整理 经拒水整理 未经整理 经拒水整理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4  结  论

 超细纤维仿荷叶织物的表面粗糙度更接近

于纳米水平 ∀

 织物中加入高收缩涤纶丝 增强了凹凸效

应 织物粗糙度大 拒水性强 ∀

 组织系数越大 组织越松 ∀松组织经碱减量

处理后 织物粗糙度大 拒水性强 ∀

 绉组织因自身组织浮长分布的特点 拒水性

普遍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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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数码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规范化设计研究结合数

码设计技术的应用 从多色经提花织物的色彩设计

和结构设计原理出发 提出了合理的数码多色经提

花织物的规范化设计方法 ∀根据研究成果 可以方

便地建立起多色经提花织物通用的 !完整的数码组

织库 不仅有利于加快多色经提花织物新产品的开

发节奏 也有利于提高该类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效率 

同时 该规范化设计方法也是研究多色经提花织物

智能化设计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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