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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西服面料的挺括风格研究

李新彤$ 高!哲$ 顾洪阳$ 丛洪莲
%江南大学 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 无锡!'"%"''&

摘!要!为探讨针织面料在西服开发应用的要求与标准#寻找能够用于西服开发的针织面料#分别从弯曲长度+折

皱回复性+悬垂性 * 个方面对针织面料的挺括风格进行量化分析* 借助实验仪器以及数据处理得到弯曲刚度+折

皱回复角+静态悬垂系数 * 项性能指标#以机织西服面料为参考标准#对针织面料的挺括风格进行研究分析* 结果

表明$& 路变化罗马组织是较为适合针织面料开发西服的组织结构#其结构稳定性优于 "' 路小提花组织以及变化

间隔组织#降低纵向弯曲刚度与横向弯曲刚度的差异)织物厚度增加 (H" ==#折皱回复程度提高 "(h)织物密度控

制在 ""(o"*( 线圈?%) <=&时#悬垂程度达到机织西服面料的 &(h以上)& 路变化罗马组织配合高织物密度能够使

针织面料的挺括风格达到机织西服面料的 G(h*

关键词!针织面料) 弯曲刚度) 折皱回复角) 悬垂系数) 挺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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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面料具有良好的延伸性与弹性#穿着舒适

程度也优于机织面料#被广泛用于 F恤衫+内衣等

贴身服装* 随着人们对穿着舒适程度的要求不断提

高#外衣类服装面料也要求具有针织面料良好的延

伸性和穿着舒适性* 西服作为商务工作服装#具有

良好的挺括和身骨的特点
, "-

#但同时传统西服也存

在延伸性弱#束缚感强#穿着舒适性不佳等缺陷* 将

针织面料应用于西服等商务服装#提高商务服装的

穿着舒适程度成为研究热点*

面料的挺括风格通常可从弯曲刚度+折皱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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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悬垂性以及抗弯模量等多项指标综合评判* 国

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对西服面料的风格研究逐渐深

入#从基本风格手感到综合风格值#采用多种工具手

段+评价方法等探寻表征风格特征的表达形式
, '-

*

另外#还探讨了原料特性+组织结构+织物参数等因

素对织物挺括风格的影响
, *-

* 织物中双面组织较

单面组织更为硬挺#织物密度较大#硬挺度会随之有

所改善提升
, %-

* 织物的弯曲性能体现织物的挺括

风格#并且与纱线线密度+织物密度及厚度等因素有

一定关系
, )-

*

本文通过对针织面料的基本结构参数与弯曲刚

度+折皱回复角+静态悬垂系数的探究#并与传统机

织西服面料的对比分析#研究了针织面料的挺括风

格特征#以期为针织面料在西服上的开发应用提供

一定的参考*

=W实验部分

=X=W试样准备

薄型面料的挺括性能较差#所以试样选择主要

针对面密度分布在 "$)o'"( /?=

'

之间的针织双面

面料#基于面密度限制#共搜集到 ") 款面料* 根据

原料的特性主要分为毛型面料和棉型面料 ' 类* 在

满足面密度要求范围的前提下#毛型面料按照羊毛

含量分为 * 类$羊毛含量低于 '(h)羊毛含量在

'(ho%(h之间和羊毛含量在 %(ho&(h之间* 当

羊毛含量过高时#针织面料的面密度会过大#所以在

面料选择时#控制羊毛含量在 &(h以内* 棉型针织

面料与毛型针织面料特性差异较大#一般对于棉型

面料#为保证其良好的手感#棉含量多在 &(h之上#

同时面料中加入涤纶来保持一定的身骨* 针织面料

样本中的组织结构主要有$& 路变化罗马组织#"' 路

小提花组织#& 路变化间隔组织#G 路变化间隔组织#'

路棉毛组织#% 路双面珠地组织以及 G 路蜂巢组织*

当织物横向密度过大如达到 ")( 线圈?%) <=&时#多

数针织面料手感较为柔软#对挺括性有负面影响#且

在编织过程和实验过程中难度加大#所以在选择针织

面料时考虑织物横向密度上限为 "*( 线圈?%) <=&*

实验样本的具体参数如表 " 所示*

表 =W织物试样参数

)89A=WM8J8D;3;J71NN89J:P78DL5;7

分类 含量?h

织物

编号

经纬密?

%根(%) <=&

+

"

&

横纵密?

%线圈(%) <=&

+

"

&

经向 纬向 横密 纵密

面密度?

%/(=

+

'

&

厚度?

==

类别

毛型

面料

'(%羊毛&

'(o%(%羊毛&

%(o&(%羊毛&

" '(( "#( 0 0 "#G (H*# 机织

' 0 0 "*( "*( '(# (H&* 针织 & 路变化罗马组织

* 0 0 "') "*( "## (H)' 针织 & 路变化罗马组织

% 0 0 "() "(( '(( (H)* 针织 "' 路小提花组织

) '"( "$) 0 0 "G( (H%" 机织

& 0 0 G( %( "G( (H&# 针织 "' 路小提花组织

$ 0 0 "'( G( "#) (H#' 针织 & 路变化间隔组织

G '%( "&) 0 0 "#G (H%( 机织

# 0 0 "'( G( "G' (H&) 针织 & 路变化间隔组织

"( 0 0 "") $) "$$ (H&) 针织 G 路变化间隔组织

棉型

面料
&(%棉&

"" ')( '%) 0 0 "## (H*% 机织

"' 0 0 "'( ")( "#) (H$' 针织 & 路变化罗马组织

"* 0 0 "") "&( "G) (H&* 针织 ' 路棉毛组织

"% 0 0 G( "(( "$) (H&' 针织 & 路双面珠地

") 0 0 $) G( '"( (H&% 针织 G 路蜂巢组织

=XHW弯曲长度测试

对于弯曲长度的测试手段目前较为多样*

应用较为广泛的仪器主要有 gXC 风格测试仪+

aSCF织物风格测试仪以及 _Q'($ 型织物硬挺度

仪#通过仪器测得客观数据#获取织物弯曲状态#

结合 图 像 分 析
, &

+

$-

+模 型 建 立
, G-

+神 经 网 络 技

术
, #-

等多种手段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一定结

论* 仪器间测试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结果

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
, "(

+

""-

* 本文采用 aSCF

+

'

型弯曲实验仪用于测量织物的弯曲长度
, "'

+

"*-

#

并通过公式计算织物的弯曲刚度* 工作原理如

图 " 所示*

图 "!织物弯曲长度测试原理

a2/;"!YA2.<2:V57,,-6A2<65.U2./>5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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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QM?F"G*"GH"0'((# !纺织品 弯曲性能

的测定 第 " 部分$斜面法"#将实验样本按照经纬方

向剪取长j宽为 '( <=

j

) <=的试样#并将试样放置

在滑块下方#缓慢且匀速地移动滑块#直至屏幕显示

弯曲长度%==&* 经向%纵向&与纬向%横向&分别测

试 % 次#并取平均值* 利用弯曲长度 !计算弯曲

刚度$

?

V

8

Z

!

*

Z

#HG($

Z

"(

W

&

%"&

式中$?为弯曲刚度#

"

D( =)8 为织物面密度#

/?=

'

*

=XYW折皱回复性测试

西服面料在使用穿着过程中无法避免出现变

形的情况#若变形无法回复会对面料的外观及挺

括风格造成一定的影响
, "%-

#因此#面料的折皱回复

性能是探究面料挺括风格时不可缺少的一项性能

指标*

利用 _Q)%"X型数字式织物折皱弹性仪对面料

折皱回复角进行测定
, ")-

* 根据 QM?F*G"#0"##$

!纺织品 织物折痕回复性的测定 回复角法"#将试

样分别沿经纬方向按照实验要求剪取.凸/字形#在

数字式折皱弹性仪上分别测得急弹回复角和缓弹回

复角*

=XBW悬垂性测试

悬垂性是指织物因自重而下垂的能力#其与弯

曲性能有较多共通的特性* 二者是影响织物风格和

外观的 重要属性# 也是织物变形能 力 的 直 接

体现
, "&

+

"$-

*

织物悬垂性的测试借助织物因自重沿小圆盘周

围下垂均匀折叠成自然形状#从小圆盘上方采用平

行光线照在试样上#得到水平投影图#从而计算出悬

垂系数* 参考 QM?F'**'#0'((# !纺织品 织物悬

垂性的测定"#将织物样本剪取直径为 *( <=的圆#

采用 _QG""X型织物悬垂仪测得织物的静态悬垂系

数* 织物的静态悬垂系数越大#织物的硬挺程度

越高
, "G-

*

HW结果与分析

通过测试及公式计算发现#面料的基本参数较

多#之间相互影响* 借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性能指标

与基本参数间的关系进行探讨#通过回归分析可找

出影响程度较大的变量
, "#

+

'(-

*

HX=W弯曲刚度分析

织物弯曲长度测试结果如图 ' 所示* 当原料含

量接近的情况下#组织结构越均匀平整#越有利于提

高弯曲刚度#如图 '%-&所示)在原料含量以及组织

一定的情况下#织物的密度和面密度增加#弯曲刚度

同样会增加* 针织面料中#常规面料的结构不足以

使其具有一定的弯曲刚度#针织 G 路蜂巢组织为机

织面料的 %(h#针织 & 路双面珠地仅为机织面料的

'(h#而针织 & 路变化罗马组织可以达到机织面料

的 G)h#如图 '% 6&所示* 由于针织特殊的线圈结

构#弯曲时纵向由 ' 根圈柱同时承受弯曲变形)而横

向由 " 根圈柱承受弯曲形变#所以纵向不容易弯曲#

其弯曲刚度较优于横向#二者会有一定的差异* 当

组织结构中浮线+集圈的数量增加#使组织结构不够

对称均匀时#纵向与横向弯曲刚度的差异会增大#如

图 '%<&所示* 可见#织物 #+"( 的纵横向弯曲刚度

差异明显增大*

图 '!织物弯曲刚度柱状图

a2/;'!O2T>7/A-=7,,-6A2<65.U2./T>2,,.5TT;

%-& M5.U2./T>2,,.5TT7,@77V,-6A2<T) %6& M5.U2./T>2,,.5TT

7,<7>>7. ,-6A2<T) %<& R2,,5A5.<565>@55. @5,>

65.U2./T>2,,.5TT-.U @-A: 65.U2./T>2,,.5TT

利用 CSC 分析软件分析得到纵横向弯曲刚度

与 % 项织物参数的相关程度#其中纵向弯曲刚度 1纵

受织物纵密以及织物厚度的影响较大#横向弯曲刚

度受织物面密度及厚度的影响较大#利用测得的数

据进行拟合#得到回归方程$1纵
i+

)*H'%

q

(H'&:

"

+

(H"&:

'

q

(H'%:

*

q

%H#):

%

#其相关系数 J

'

为 )(H)#h#

说明纵向弯曲刚度受到织物横密+纵密+面密度及厚

度的影响变化的程度在 )(H)#h#织物厚度改变 "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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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情况下#纵向弯曲刚度随之改变的幅度较为

明显#如每组面料中针织面料的厚度较大时其纵向

弯曲刚度较为显著* 横向弯曲刚度关于基本参数的

多元回归方程为 1横
i+

&%H)*

q

(H"%:

"

+

(H($:

'

q

(H*%:

*

+

(H'$:

%

#其相关系数 J

'

为 &%H#"h#说明横

向弯曲刚度受到织物横密+纵密+面密度及厚度的影

响变化的程度在 &%H#"h*

HXHW折皱回复角分析

以每组机织西服面料的折皱回复角为标准#悬

垂程度为 "((h#计算各针织面料回复角占机织面

料回复角的比例* 且由于急弹回复角与缓弹回复角

的趋势大致相同#采用二者的平均值表示#毛型针织

面料的折皱回复程度可达到 G(h以上#棉型针织面

料达到 $(h左右#毛型针织面料折皱回复性优于棉

型针织面料*

当织物面密度相近时#织物厚度增加 (H" ==#折

皱回复程度提高 "(h左右* ' 号面料厚度比 % 号面

料厚 (H" ==#其折皱回复程度从 G'H"%h提高到 #"h

左右)同样对于棉型面料#"' 号面料厚度比 "% 号厚

(H" ==#折皱回复程度同样提高 "(h左右* 当织物

厚度增加后#结构中纱线的弯曲刚度也随之增加#织

物手感更加活络#发生折皱后容易回复原状
,'"-

*

利用 CSC 软件探究折皱回复程度与织物基本

参数间的影响程度及回归方程发现#折皱回复程度

与织物基本参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H*** G#

+

(H'&( &#(H&'" ' 和+

(H(&) #* 折皱回复程度 1与

织物基本参数 %:

"

#:

'

#:

*

#:

%

&的回归方程为$1折皱
i

+

(H%($ (

+

(H((' ':

"

+

(H((*:

'

q

(H(($ G:

*

q

(H(*$ G:

%

#相关系数 J

'

为 &'H%'h*

HXYW悬垂系数分析

将测得的悬垂系数数据进行整理#与机织西

服面料对比#各针织面料占机织西服面料数据的

比例如图 * 所示* 将机织西服面料的悬垂系数作

为标准#其余面料悬垂程度数据采用占机织西服

面料的百分比* 其中 ' 号#* 号#"' 号 * 款针织面

料均十分接近机织面料#悬垂系数可达到机织西

服面料的 #(h以上#说明 * 款面料的挺括风格与

机织面料较为接近* 利用 CSC 软件得到悬垂程度

与织物基本参数%:

"

#:

'

#:

*

#:

%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H*(# &#(H'*G $#(H%%* $ 和+

(H**& $* 根据相关

系数的大小可看出#% 个参数的影响程度差异不

大#当织物密度+织物面密度逐渐增大时#悬垂程

度会随之提高* $ 号与 # 号面料达到机织西服面

料的 $(hoG(h#其余针织面料仅能达到 '(ho

)(h#如图 * 所示*

图 *!织物悬垂程度比例图

a2/;*!YA7:7A>27. 7,,-6A2<UA-:5

HXBW综合分析

弯曲刚度+折皱回复角度+悬垂系数 * 项指标都

可以反映面料的挺括风格#将 * 项指标综合进行分

析#利用线性综合法判断针织面料的挺括风格* 线性

综合法就是对各指标的评价值求和而获得综合评价

值的一种方法* 各指标对被评价织物的综合水平的

影响与作用不同#常采用加权求和的方式进行计算*

设被评价的织物面料个数为 '#每个评价对象

由 9个指标进行描述#:

"

#:

'

#:

*

#:

%

#:

)

分别对应纵向

弯曲刚度+横向弯曲刚度+急弹回复角之和+缓弹回

复角之和+悬垂系数 ) 个指标#求取各面料数据占每

组机织西服面料的比例* 利用式%'& o%)&分别求

得各指标的平均值+方差+变异系数和权重*

'

:

V

"

'

&

'

I

V

"

:

I5

%'&

K

V

"

'

W

"

&

'

I

V

"

%:

I5

W

:

5

&

'

%*&

式中$

'

:为平均值):

I5

为第 I个被评价对象在第 5项

指标上的取值)K为方差*

U

V

K槡55

:̂

5

%%&

式中$U为变异系数)5取 "#'#'#9*

@

V

U

5

&

9

I

V

"

U

I

%)&

式中$@为权重)U为变异系数)5取 "#'#'#9*

计算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采用式 % &&对测得

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规格化#消除不同量纲之间的

差异#将数据规范在,(#"-之间*

=

V

:

I5

W

:

5=2.

:

5=-3

W

:

5=2.

%&&

式中$=为评价值):

I5

为第 I个被评价对象在第 5项

指标上的取值):

5=2.

#:

5=-3

分别为第 5项指标中的最

小值与最大值*

将数据整理好后#利用线性综合法将各指标评

价值求和获得综合评价值#通常采用式% $&加权求

和的方式进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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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V

&

9

5

V

"

@

5

=

5

%$&

式中$M为被评价织物的综合评价值)@

5

为第 5个指

标的权重)=

5

为 5个指标的评价值)9为指标个数*

通过计算得到 ") 款面料的综合评价值#结果如 %

所示* 其中图 %%-&为毛型针织面料的综合评价情

况#将机织西服面料的综合评价平均值作为对比标

准#机织西服面料的综合评价值为 (H$#)针织面料中

' 号## 号#$ 号综合评价值较为接近机织西服面料#

达到机织西服面料的 $(h以上* * 款面料组织循环

为 & 路或者 G 路#织物密度相对较大#并且其中 ' 号

针织面料的综合评价远远优于其余 ' 款* 当针织面

料采用 & 路变化罗马组织#高机号设备进行编织时#

其挺括程度可达到机织西服面料的要求* 棉型面料

中同样以机织西服面料作为参考标准#如图 %%6&所

示#机织西服面料的综合评价值为 (H&$)针织面料中

"' 号面料接近机织西服面料#达到机织西服面料的

G(h以上#"' 号面料同样具有较大的织物密度#组织

结构同样为 & 路变化罗马组织*

图 %!针织面料综合评价

a2/;%!E7=:A515.T29559-V4->27. 7,c.2>>5U ,-6A2<T;

%-& \77Vc.2>>5U ,-6A2<T)%6& E7>>7. c.2>>5U ,-6A2<T

YW结W论

针织面料采用 & 路变化罗马组织配合高织物密

度能够提升其挺括风格* 通过对面料进行综合评价

值的计算发现#针织面料中 ' 号面料和 "' 号面料的

挺括风格与机织西服面料十分接近#综合评价值分

别达到机织西服面料的 $(h#G(h#织物密度基本达

到 "'( 线圈?%) <=&以上* 组织结构的选择上要注

意结构的对称均匀#尽量减少集圈和浮线的数量#

& 路变化罗马组织可作为针织面料开发西服的优选

组织结构*

折皱回复角度从侧面反映织物挺括风格* 在

% 项基本参数中#折皱回复角与织物的厚度的影响

程度相对明显一些#毛型面料的折皱回复效果整体

上优于棉型面料* 当原料确定后#可在一定范围内

增加织物的厚度* 在厚度增加 (H" ==左右#折皱

回复程度提高 "(h左右#但同时需注意织物密度差

异不能过大*

悬垂程度主要受到织物密度及织物面密度的影

响* 当织物密度在 ""( o"*( 线圈?% ) <=&时#悬垂

系数基本上可以达到 &(h以上)面密度越大#其悬

垂系数更加接近机织西服面料#挺括效果越明显*

a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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