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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材料的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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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装材料是服装行业的基础，是构成服装设计最重要的设计要素和物质基础，直接影响服装的各种性能和实用功能，
同时也是服装款式和色彩设计的重要载体。 当下服装材料的发展呈现出“以人为本”的宗旨，以舒适性、功能性、绿色

环保为目标的多样性发展趋势。 从纤维材料、纱线技术、织物面料 ３ 个方面综述了服装材料的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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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

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在满足最基本的御寒、遮羞、装
饰等基本作用以后，开始追求耐用性、美观性，以及舒

适性、功能性和绿色环保。 服装材料是服装行业的基

础，是构成服装设计最重要的要素和物质基础，直接影

响服装的各种性能和实用功能，同时也是服装款式和

色彩设计的重要载体。 目前服装材料的发展呈现出

“以人为本”的宗旨，以及舒适、健康保护、绿色环保为

目的的多样性发展趋势。 本文从纤维材料、纱线技术

以及织物面料 ３ 个方面阐述了服装材料的多样性发展。

１　 纤维材料的多样性
１．１　 原料多样性

人类对纤维的利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纤维的原

料来源可以分为 ４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原始文明时

期，纤维的原料主要来源于一些细长植物的韧皮，如葛

类、柳树、桑树等；第二阶段为农耕文明时期，纤维的原

料主要是棉、麻、丝、毛等天然纤维；第三阶段为工业革

命时期，纤维的原料主要以石油化工工业产品为主，如
涤纶、丙纶、腈纶、尼龙等；第四阶段为生态文明时期，
主要是以有机纤维素及蛋白质天然高分子为原料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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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造纤维，如海藻纤维、醋酸纤维、甲壳素纤维、大豆

蛋白纤维、香蕉纤维、菠萝纤维、竹纤维、ＰＰＴ、ＰＬＡ 等

新型人造纤维（生物质纤维）得到迅速发展［１］。 工业

革命以后，化学纤维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纺织行业的蓬

勃发展，使得人类可利用的纤维原料不再局限于棉、
麻、丝、毛等天然纤维。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随着全球能

源资源的日渐匮乏，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以及对环境污

染等问题的重视，传统化纤产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制

约［２］。 国内外对再生纤维的研究不断升温，研究的重

心逐渐转向了更环保、材料来源更广泛的新型人造纤

维材料。
新型人造纤维的发展再一次扩展了纤维的原料来

源，使得纤维的原料领域从天然纤维和石油化工扩展

到整个物质界。 最近十几年，全球天然纤维产量增长

缓慢，而人造纤维产量增长十分迅速，说明目前人造纤

维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１．２　 功能多样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服装高性能、多层面与个性

化的穿着需求，如今只有形式而没有功能的服装材料

已难已满足人们对着装的要求。 因此纤维从最初的吸

湿、透气、保暖等功能发展为吸湿排汗、抗静电、阻燃、
抗菌防臭、智能、防辐射、导电、保温、防紫外线、降噪、
耐腐蚀、易染色等功能。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间位芳纶为基材开发出具有导电和阻燃性能的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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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材料。 间位芳纶基导电纤维具有优良的导电性能和

阻燃性能，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粉末加工、石油加工、电
子行业、冶金、航空航天等［３］ 行业。 魏菊等人［４］ 将石

蜡相变微胶囊（ＭＥＰＣＭ）添加到聚丙烯腈（ＰＡＮ）的硫

氰酸钠纺丝液中，然后采用湿法纺丝制备出具有蓄热

调温功能的 ＰＡＮ 纤维。 蓄热调温纤维具有低温防热、
高温吸热的特点，可以实现能量吸收、储存与再分配，
可用于秋冬季保暖内衣。 纳米技术、微胶囊技术、电子

信息技术的交叉发展使得智能纤维成为纺织服装领域

的研究热点，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立大学的纺织工程科学家们研究出一种新型导电纳米

涂料，可应用于棉花、非织造布和聚丙烯等纺织品的导

电性改性，使其形成质轻而又柔软的具有导电性的功

能性纺织品［５］。
１．３　 应用领域多元化

纤维原料和纤维制造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带
动纤维材料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 纤维材料除应用在

传统的纺织领域外，还在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学、建
筑、汽车、环保、航空航天、机械、化工、海洋开发、地矿

和农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６］。 例如，以 ＰＡＮ 基碳纤

维为主的高强高模纤维在能源领域应用广泛。 此外，
它还可以以短切纤维的形式用于电子、电器装置的电

磁波屏蔽［７］。 电子信息产业也是推动新型纤维发展

的重要领域，如用于光缆补强件的 ＰＰＴＡ 纤维和软质

印刷线路基板的芳酰胺纤维以及用于信息、数据与图

象传输的塑料光纤的研发。 此外，雷达天线罩、波导

管、电子工业用超纯水和超净室滤材等，皆离不开高性

能纤维及各种功能纤维。 一些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

纤维，在生物医学领域可用于再生医疗、创伤治疗、人
工脏器移植片等方面［８］。 建筑领域中，高性能纤维主

要用于加固修复材料或者直接加入混凝土中以达到增

强、减少钢筋使用量的目的［９－１０］。

２　 纱线材料的多样性
２．１　 纺纱技术多样性

纤维材料的多样性发展推动了纺纱技术的发展，
先后出现了转杯纺、喷气纺、喷气涡流纺、离心纺、气流

纺、静电纺等多种新型纺纱技术，以及以传统环锭纺为

基础开发的紧密纺、花色纺、复合纺、赛络纺等新技术。
喷气纺是一种利用高速旋转气流使纱条加捻成纱的纺

纱方法，具有纺纱速度快（１００～３００ ｍ ／ ｍｉｎ）、纺纱工序

短、产品质量好且品种适用广等特点［１１］。 喷气纺纺纱

过程采用棉条喂入，四罗拉双短胶圈超大牵伸，经固定

喷嘴加捻成纱，纱条引出后，通过清纱器绕到纱筒上，
直接绕成筒子纱。 喷气纺具有特殊的成纱机理，其结

构、性能与环锭纱有明显的差异，其产品具有独特的风

格［１２］。 喷气涡流纺是一种利用固定不动的涡流纺纱

管来代替高速回转的纺纱杯进行纺纱的一种新型纺纱

方法，其最主要的特点是省去了高速回转的纺纱部件。
喷气 涡 流 纺 具 有 纺 纱 速 度 快、 产 量 高 （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 ／ ｍｉｎ）、工艺流程短、制成率高、断头率低、适纺

性强、操作简单、接头方便等特点，但其也有一定缺点，
如成纱结构比较松、强力较低而不稳定［１３］。 转杯纺是

目前新型纺纱方法中技术最成熟、应用面最广泛、经济

和社会效益比较大的方法，具有高速高产、高品质、高
质量、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原料多元化和纱线品种多

样化的特点。
２．２　 纱线结构多样性

纱线结构是指纱线表观粗细、表面纤维分布形态、
纤维相对纱线轴向的位置及纱线中纤维与纤维之间的

相对位置关系［１４］。 纺纱方式、纤维原料等是决定纱线

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会使纱线在形成过

程中产生不同的纤维运动规律，最终形成纱线结构的

多样性。 例如，转杯纺、喷气纺、喷气涡流纺、摩擦纺、
自捻纺、平行纺及静电纺等新型纺纱技术就因为成纱

原理和传统的环锭纺成纱原理不同，所以其纱线结构

有显著的差异。 环锭纱和转杯纱相比，环锭纱没有纱

芯，纤维在纱中大多呈螺旋状排列，转杯纱由芯纱与外

包纤维两部分组成，内层的纱芯比较紧密，外层的包缠

纤维结构松散。 内层圆锥型和圆柱型螺旋线纤维比环

锭纱少，而弯钩、对折、打圈、缠绕纤维比环锭纱多［１５］。
喷气纺纱和喷气涡流纺纱的纱线结构均是复合型纱

线，即一部分是无捻或少捻度的芯纱，另一部分是包缠

在芯纱外部的包缠纤维，均具有皮芯结构，但是两者包

缠纤维和芯纱纤维的比例不同。 此外复合型纱线还有

并列型结构、基质－微纤型结构。 摩擦纺纱的结构特

点是分层结构明显，有径向组分分层和捻度分层结构

两种［１６］。
２．３　 品种多样性

随着纤维材料领域的扩展和新型纺纱技术的不断

发展，纱线产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采用创新工艺技

术和新型纤维材料生产的新型纱线品种不断出现。 目

前纱线创新开发的主要特点是“精、特、新”。 “精”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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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推出精品纱线，“特”是生产有特色及功能的纱线，
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新”就是采用各种纺纱新工艺

和新型纤维材料生产的纱线［１７］。 精品纱线开发的特

点是在原料上选择高档纤维，在技术上采用先进高端

工艺技术，并且做到管理精细化、产品质量优质化。 为

了适应目前消费者对功能性纺织品的需求和行业发展

的趋势，国内许多纱线企业都开发出了具有特种功能

的纱线。 如无锡四棉研发出适用于时尚内衣的功能性

纱线———冰爽凉夏系列纱，其具有特有的凉爽舒适感

及超高吸湿排汗、抗菌防臭等功能，发热保暖系列纱具

有发热功效及良好的保暖性和吸水透气性［１８］。 新型

纺纱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新型纱线的发展，如近年来

江苏某企业采用喷气涡流纺等新技术开发出一系列色

纺纱，有灰麻系列色纺纱、彩色系列色纺纱、多种纤维

混纺色纺纱等多个品种。 新颖花式纱目前也非常受欢

迎，比较流行的有竹节纱、段彩纱、彩点纱、雪花纱、ＡＢ
纱等［１９］。

３　 织物面料的多样性
３．１　 组织结构多样性

织物结构是指经纬纱线在织物中的几何形态。 如

今织物面料在结构组织上呈现多形式、多组合、多变化

以及不同纤维、不同纱线混纺、交织的发展趋势。 例如

通过两种或多种组织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条格组织、
绉组织、透孔组织、蜂巢组织、平纹地小提花组织、配色

模纹组织等联合组织。 以三原组织为基础发展出平纹

变化组织、斜纹变化组织、缎纹变化组织［１４］。 以三原

组织、联合组织、变化组织等为基础组织形成的复杂组

织也是织物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增加织物

的厚度，使织物表面细致以及改善织物性能。 另外还

有涂层结构、色纱的排列组合等新型组织结构。
３．２　 品种多样性

随着纳米技术、基因改造技术等高新技术在纺织

领域的应用，织物面料的品种也在快速发展，已开发出

具有吸湿排汗、保暖、抗菌、防静电、防辐射、阻燃隔热

等特殊功能的功能性面料和强调生态环保与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环保型面料，以及能够对外界环境做出感知、
反馈和反应的新一代智能面料［２０－２１］。 例如，吴晓宇等

人［２２］使用化学改性的方法克服传统聚丙烯腈纤维易

产生静电的缺点，引入具有优良导电性的聚苯胺，制得

一种抗静电聚丙烯腈 ／聚苯胺复合纤维材料。 瑛赛尔

是一种新型绿色环保面料，从纤维原料采集到生产过

程以及最后的可生物降解性的设计都显示出环保的理

念［２３］。 人工智能是当今人类社会科技研究的热点，随
着电子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纺织科学及材料科学等

相关领域前沿技术的发展，智能纤维成为纺织服装行

业的新热点。 智能服装面料主要包括形状记忆纤维、
变色纤维、蓄热调温纤维以及以导电纤维、柔性应变传

感器、可穿戴电源等技术为基础的可穿戴电子智能纺

织品［２４－２７］。
３．３　 发展趋势多样性

随着纤维原材料、纺织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的追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
国服装行业已步入多样性发展时代。 人们对服装的要

求由追求耐用性发展到追求美观性。 轻薄化、舒适、具
有保健和安全防护性能的高功能性面料，强调生态环

保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面料以及具有传感功能、
反馈功能、信息识别、响应功能、自诊断能力、自修复能

力的智能化面料成为了发展潮流。

４　 结　 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服装

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服装材料的各

方面。 从纤维原料、纺纱和织物面料等各方面都呈现

出以生态化、功能化、科技化为中心的多样性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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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纱线模拟图；全成形毛衫纱线起底板的拉力值与

排出罗拉的拉力值由强到弱依次可调，高拉力值一般

用于硬、脆的纱线；低拉力值主要适用于羊毛、羊绒等

比较柔软的纱线。
３．３　 全成形毛衫仿真模拟

全成形毛衫仿真模拟是基于人体模型和毛衫纸样

的二次仿真模拟，是毛衫个性化定制开发的新手

法［９］。 由于三维仿真模拟具有实时设计、实时修改的

特性，全成形毛衫纸样设计时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个性

化需求进行领型、袖型、肩型以及下摆等部件的定

制［１０］，极大地优化了毛衫设计工序，也更易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 首先通过上述过程完成全成形毛衫纸样以

及人体模型的构建，再进行三维仿真模拟其热湿舒适

性。 模拟结果显示，人体前胸部、前腰部以及肩部的放

松量较为有限，增加了毛衫贴合人体皮肤表面的压力，
而其他部位放松量较为合适。 因此，毛衫的二次修改

可以从这些压力较大的毛衫纸样部位入手，以此来调

节毛衫和人体之间合理的热湿舒适性。

４　 结　 语
当前，我国全成形毛衫产品设计与开发几乎还处

于空白阶段。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消费者对于毛衫

定制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全成形毛衫具有实时设计、

一体成形和虚拟展示的优点，所以极大地减少了传统

半成形毛衫的生产工序以及人工成本，满足了消费者

个性化定制的需求，也是毛纺行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

向、迈向智能制造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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