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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纺织服装的回收及再生设计方法

陈宇刚，张海军
( 江西服装学院，江西 南昌 330201)

摘 要: 针对废旧服装的再生设计，从废旧服装回收再利用趋势着手，通过对废旧服装的回收及利用现状，及

服装再生设计概念及特点的分析，明确了再生设计是纺织服装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突破，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和艺

术价值。重点研究了废旧服装再生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分别从废旧材料及服装再生设计 2 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

述，拓展了废旧服装回收及再利用的设计思路，有助于我国纺织产业链绿色可循环生态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社

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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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recycled design of abandoned textiles and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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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design of the recycling of waste apparel was studied． Based on the trend
of the recycling of waste apparel，the status quo of recycling apparel an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pparel design were analyzed in depth． It was found that，as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s，the recycled design had a certain market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The methods of waste
garment redesign were introduced from waste material redesign and waste garment redesign respectively． It
can expand the design thinking of discarded garment and help to build the green and recyclable eco－mode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chain by the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design theory and the design method of
discarded clothing，which has far-reaching so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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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

不断提升，然而由于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导致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

焦点问题。纺织服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消费

品之一，每年全球的需求量巨大，而且呈逐年上涨趋

势。中国是服装生产、消费及出口大国，每年消耗的

纺织原料数量惊人，因此对废旧服装的回收及再利

用已是当下急需突破的难点，不仅有助于节约资源，

而且可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1－2］。

1 废旧服装回收再利用现状

近几年，国际上针对废旧服装回收及再利用的

研究发展迅速，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环保服

装的开发，一方面政府注重对环保理念的宣传和传

递，另一方面设计师追求服装再生设计方法的突破

创新。无论是国际知名服装品牌、网络品牌或是原

创设计师，生态设计理念正在逐渐扩散并对其产生

深远影响。
1. 1 国外废旧服装再生设计发展现状

美国规定企业生产的服装能够符合“再生”标

准，定价可比普通服装产品提高 10%左右，并且在

销售的商店内设有旧衣回收箱，消费者在下次购买

同品牌服装时可将旧衣回收并抵扣部分金额［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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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TＲAID 机构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世界纺织业的

组织，机构每天接收人们捐赠的衣物，并将废旧服装

根据色彩、面料花型等元素进行归类，然后设计师会

对其重新制作或设计，创作出的产品极具设计感。
法国部分地方政府规定服装企业推向市场的服装、
鞋靴等产品，企业需要负责产品使用后的回收及再

利用，如国际大牌爱马仕设立的 Petith 创意工坊，再

生设计师选材都来自爱马仕产品制作中余下的材

料，经过设计师和工匠的缝补、拼合、打碎、割裂、更
新而重生，每件作品都充满精巧技艺与奇思妙想。
日本是世界上废旧纺织服装利用率较高的国家，旧

衣服循环再利用率高达 98%，热衷于环保服装研发

的企业较多，多年来企业不断寻求新的突破，研发出

了各类可再生可多次回收的服装产品，如拥有知名

服装品牌的帝人公司( Teijin Ltd) ，开发出了世界上

首项新型聚酯纤维完全回收再生技术，起到了推动

行业健康发展的作用［5］。

1. 2 国内废旧服装再生设计发展现状
国内对于废旧服装的再生设计尚未形成规模，

与国外相比还处于初期研究阶段，大多是对旧衣的

改造，科技含量有待加强。设计师张娜在上海开设

了旧衣改造工作室，她将收集的废旧服装进行再生

设计，创作的作品虽然个性、趣味感十足，但是因材

料的限制，缺乏科技感和时尚感。武汉的设计师张

峥注重对废旧牛仔裤、T 恤衫的再生设计研究，运用

拼接、贴布、镶嵌等手法对废旧服装进行创新设计，

以全新的结构与造型重塑废旧牛仔裤的价值［6］。
中国运动品牌李宁公司研发出再生环保服装，并在

全国 100 多家专卖店设有李宁服装回收箱，制定了

相应的废旧服装回收再生计划。李宁企业还与日本

帝人公司在江苏南通创立了合资有限公司，主要研

发环保纺织品和服装再利用技术，截至目前已取得

了明显成效，包括废旧纺织服装真空开棉技术、半醇

解技术、脱气熔融技术、环保漂白剂筛选技术、废旧

纺织品的分类筛选再利用技术等。香港组织机构

ＲEDＲESS 积极倡导废旧服装的生态设计，举办环保

服装再生设计大赛，很好的推动了环保服装设计理

念的发展。

2 服装再生设计的概念及特点

2. 1 服装再生设计概念
服装再生设计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广义上讲

是对服装制作中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进行有

针对性的设计，包括材料再生、结构设计再生等，以

有效缓解因服装生产而导致的生态破坏。从狭义上

讲是指将废旧碎布、纺织纤维、服装等回收再利用，

加工设计成全新面貌的服装，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和艺术价值。
2. 2 服装再生设计的特点

服装再生设计的特点包括:

第一，服装再生设计是以实现绿色生产、可持续

性发展为最终目的进行的创新设计，环保理念贯穿

整个设计始终，旨在通过设计创造一种无污染和有

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纺织服装生产线。
第二，服装再生设计是打破传统设计思维模式，

结合新科技、新思路进行的创新性设计，在设计过程

中更加注重设计理念、设计方式的转变，不断尝试和

追求服装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突破。
第三，服装再生设计注重对材料、结构和方法的

再生设计，在材料的选择上更多利用废旧纺织材料

进行解构重组，以实现对废旧纺织服装的再设计; 在

服装的结构设计上追求零废旧设计和一衣多穿设计

的实现; 在设计手法方面体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利

用不同的纺织材料，实现产品的再生设计，最终达到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 废旧纺织服装再生设计方法

3. 1 废旧材料再生设计
材料再生是运用现代纤维材料分离技术，在废

旧服装中提取出再生纤维，这些再生纤维可用于重

新制作服装或其他纺织品。传统纺织服装常用纤维

可分为天然纤维、动物纤维和化学纤维三大类，新型

纤维 材 料 有 聚 酯 纤 维、液 化 纤 维、智 能 纤 维 材 料

等［7］。材料再生设计不仅涵盖对传统废旧纤维的

再利用，还包括对新型再生材料的开发创新。
目前被运用最多最广泛的再生面料是聚酯纤维

面料。将回收的废旧塑料经过分拣、粉碎、融溶后，

拉伸成塑料纤维丝，再织造新型面料［8］。如运动品

牌阿迪达斯、耐克、匡威等公司已将聚酯纤维面料运

用到服装产品开发中，新型聚酯纤维比传统纤维更

具良好的湿舒性能，并且能够回收循环利用。近几

年，纺织材料研究人员又将聚酯纤维与天然、化学纤

维进行改性混纺，从各方面提升了新型面料的舒适

性能，在重新定义再生纤维面料的同时，也将环保再

生理念融入到服装产品的开发与设计中，也更具科

技性和生态环保意义。
液化材料是在纳米技术的发展下产生的，纳米

技术已被运用于服装开发。英国研究者保罗·鲁克

哈姆成功开发出可喷射的新型服装材料。该液化材

料是采用棉纤维聚合物、化学溶剂共同合成的高分

子材料，化学溶剂可使聚合物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液

态，再用特制的喷射装置将液体纤维直接喷洒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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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规格的人体模型上，与空气接触后迅速定形，形成

一件合体的服装。液化材料主要由 8%的棉纤维素

粉末、9%的聚醋酸乙烯脂、80%的乙酸乙酯、1%左

右的食用色素以及其他材料混合而成，其中棉纤维

素粉末是纺织服装的主要材料，除了可以从天然棉

纤维中获得，也可以从废旧服装中提取，方法是将废

旧纯棉衣物经过预处理、预浸、醇解、脱色、烘干后，

提取出棉纤维素。采用液体纤维喷射方法制作服装

避免了服装制作中的繁琐工艺程序，节约了能源的

消耗，而且液体纤维服装可以做到回收降解，污染可

控，应用碱性溶液可以分解液体纤维服装，真正意义

上实现可循环再设计过程。液体纤维不仅可以用于

生产服装、家居纺织品，在军用、医用纺织品等行业

更具发展潜力。
智能材料最初主要用于电子计算机、通讯等领

域，近几年，在国家工业 4. 0 智能智造发展纲要的推

动下，针对智能纺织材料的研究日益增加，相继开发

出智能调温粘胶纤维、光致变色纤维等新型材料，智

能服装也因此应运而生，其已成为未来纺织业发展

的趋势。智能纺织材料在服装中的应用赋予了服装

更多高科技与新功能，不仅可以用于特殊人群、职业

的服装开发，还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趣味感。
智能纺织材料可从废旧衣物中获得，将废旧衣物经

过预处理－解聚－过滤分离－酯交换－DMT( 对苯二甲

酸二甲酯) 提纯－DMT 精馏－聚合－切片－纺丝等流

程，制备再生涤纶纤维，目前已利用涤纶等再生纤维

成功研发出兼有抗紫外、阻燃、调温等智能纺织材

料。并且智能纺织材料在研发阶段基本上解决了可

再生可循环利用的问题，延展了智能材料的使用价

值及寿命。
3. 2 废旧服装再生设计

废旧服装再生设计是对回收或捐赠的纺织服装

进行二次设计，赋予其“新生命”及使用价值［9］。在

对废旧服装再生设计中，在原材料的挑选上尽量使

用品质保持较好的材料，这更有利于延长再生服装

的使用周期。在进行设计之前，首先要有明确的创

意设计思维，确定服装设计风格，提取出废旧服装中

有价值的设计元素，绘制服装设计效果图，再进行创

新设计。再生服装从实用性、流行性和趣味性，以及

传播环保服装消费观念等方面来体现其存在价值。
常用的废旧的服装再生设计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3. 2. 1 拼接纳绣设计

拼接贴布是古老而传统的设计方法之一，是将

废旧服装裁剪成不同形状、大小、材质、色彩的面料

小块，再通过设计排列将其叠加、缝补、纳绣的工艺

技法，最终创作出一件完整的服装或家居饰品。这

种设计方法自由奔放，不受面料材质等因素的制约。
图 1 为废旧牛仔裤拼接纳绣成的沙发抱枕。利用拼

接纳绣工艺实现废旧服装向家居装饰品的转换，拼

接贴布设计是对废旧服装利用率较高的设计方法，

更能诠释出设计者的环保理念。

图 1 拼接纳绣抱枕

3. 2. 2 面料二次设计

面料二次设计可分为加法设计和减法设计，是

在废旧服装基础上进行的加工设计过程，通过改变

服装面料上的设计细节，添加流行装饰元素或删减

破坏服装上的装饰等工艺技巧，以增强原有服装的

艺术特点和审美情趣，赋予废旧服装全新的面貌。
面料二次设计的工艺技法丰富多样，加法设计工艺

包括刺绣、编织、贴布绣、镶嵌、填充、印花烫花等，减

法设计工艺包括烂花、镂空、抽纱等［10］。对废旧服

装进行二次设计，不仅可以最大程度的再利用废旧

服装，而且对激发设计师的创意设计思维有显著效

果。面料二次设计服装见图 2。

图 2 面料再造服装

3. 2. 3 解构重组设计

为了更好的对废旧服装进行再利用，常采用解

构重组设计。采用逆向设计思维，将废旧服装进行

局部拆分和剪裁，得到设计原料，如衣领、袖子、前衣

片、下摆等，再重新进行设计排列组合，最终呈现出

款式结构、风格、独具匠心的全新服装。通过对废旧

服装的解构重组，可以达到废旧服装和余料的相互

融合，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设计理念。图 3 为

对废旧牛仔裤的进行剪裁解构重组，构造出一件款

式风格新颖、功能全新的牛仔裙，很好的完成了使用

功能转变。
3. 2. 4 降级再造设计

废旧服装降级再造设计是近些年才形成的新

概念，起到了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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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废旧牛仔裤的解构重组

也能给纺织行业带来一定的效益。因部分家居用

品对制作材料的性能要求不高，操作性相对简单，

所以废旧 服 装 经 过 降 级 设 计 后 可 转 化 为 毛 绒 玩

具、箱包、手套、抱枕、坐垫等生活用品，不仅赋予

了废旧服装的新价值，同时增添生活情趣。图 4
为用废旧毛衣设计的手镯，运用了不同毛衣的织

造肌理和色彩搭配，时尚新颖，个性感十足，向人

们传播了绿色消费理念。

图 4 降级设计手镯

4 结束语

废旧服装的再生设计无论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

看，还是从节约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来审视，

都是一条利国利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纺织服装

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政府相应政策的

推动下，人们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加强，服装产业再生

设计利益全球化趋势已然形成，服装再生设计将成

为时尚的新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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