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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纺织新原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年来，随
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人们对纺织品的需求取向发生了变化，使得纺织产品种类不断变化，也
对纺织院校和纺织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适应新挑战，纺织院校就要培养适应社会变革和市场需求的新型实用人才，纺织企业就要开发生产
新的纺织产品，这些都迫切需要有适应形势发展的、知识涉及面广且内容先进、科学、实用的新教科
书来学习参考。
为此，我们根据全国纺织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纺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教材编写要求，对《织物结构
与设计》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考虑到实践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从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出发，将教材内容分成织物及织
物组织的认知、织物组织的设计应用及试织、织物设计三个培养模块，每个培养模块均以培养项目的
形式出发，设有能力培养目标、知识内容要求、项目背景及实施方法等内容，以期满足新形势下人才
培养和教学实践的需求。
本书详细介绍了机织物的类型、织物组织的作图方法、织物组织的设计原则,介绍了纺织产品设计的方
法及原则，阐述了棉、毛、丝、麻、色织物产品的工艺参数设计及计算方法。
本书集织物组织与纺织品设计方法于一体，书中附有大量织物实物图片。
内容全面、通俗易懂、结合实际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本书由沈兰萍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及编写内容如下：模块一中的项目一、模块二中的项目八、模块三中的项目一由西安
工程大学沈兰萍编写；模块一中的项目二、模块二中的项目一和项目七由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与美
术学院张永芳编写；模块二中的项目二由广西纺织工业学校冯霞、巴亮编写；模块二中的项目三由江
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陈晓青编写；模块二中的项目四由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朱碧红编写；模块二中
的项目五由成都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蒋宁英编写;模块二中的项目六由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冯红莲
编写；模块三中的项目二和项目三由江苏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王建平编写。
全书编写过程中万明教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修订过程中，得到教育部纺织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得到多所高等职业技术院
校纺织院、系教师们的指导和参与，并对编写大纲、内容和初稿提出宝贵的意见和修改建议，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遗漏、不成熟乃至错误的地方，热忱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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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织物与织物组织的概念出发，详细介绍了织物组织的分类、各组织的绘图方法及其织物上
机图的绘作方法；介绍了机织物的种类、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阐述了棉型、毛型、丝、麻等机织物
的结构参数设计、规格设计及上机计算方法，并分别列举了设计实例；从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出发
，介绍了设计开发产品的要求、内容和评价方法。
本书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知识性、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纺织、服装类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相应课程的教材，也可作各类纺织企业产品设计人员、从
事纺织加工的技术人员、纺织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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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兰萍，西安工程大学纺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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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原料和纱线的性质。
原料和纱线细而柔软时，为提高织物身骨，应该采用交织点多的平纹组织。
而当原料和纱线粗而硬时，其表、里组织可采用平纹，也可用其他交织点较少的松软组织。
 （3）表、里组织的组织循环纱线数。
表、里组织的组织循环纱线数应尽量相同，或为约数、倍数的关系，这样才能使接结双层组织的组织
循环纱线数不至于过大，同时，也能较好地遮盖接结点。
 2.表经、里经纱和表、里纬纱排列比的确定表、里纱线的排列比是决定织物外观效应的因素之一。
为使织物结构紧密，外观平整细腻，身骨符合设计要求，方便生产，选择合适的表、里纱线排列比是
十分重要的。
 选择表经、里经纱和表纬、里纬纱的排列比时，应综合考虑织物的用途、表里组织、经纬纱原料和线
密度以及上机条件等因素。
 （1）纱线的线密度。
当经纱和纬纱的线密度相同时，表经、里经纱和表纬、里纬纱可选用1：1或2：2的排列比。
若纱纱的线密度不同，一般使用较细的纱线作表层纱线，较粗的纱线作里层纱线，为了让表经、表纬
很好地遮盖住里经、里纬，通常表、里纱线采用2：1或3：1的排列比。
 （2）基础组织的交织次数。
表、里纱线的线密度相同，且表、里组织的交织次数也相同时，可选用1：1的排列比，否则要采用2
：1、3：1或1：2、1：3的排列比。
 （3）织机的梭箱装置。
如果只有表、里两组纬纱，当采用2×2梭箱时，表、里纬纱的排列比可任意确定。
若采用1×2梭箱，则表、里纬纱的排列比必须都是偶数，只能用2：2或4：2的排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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