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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成衣工艺学》作为教育部“十一五”重点教材之一，继承了纺织总会统编教材《服装工艺学》
（成衣工艺分册）的特色，摒弃了若干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信息，拓展了现代加工技术的知识面，增补
了若干新的知识点，以尽力去完成这本书所应该承当的社会责任。
　　本书作为高校服装々业的教科书，首先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具有较系统的知识结构，将现代服
装成衣技术用理性的笔触去总结概括，使学生能通过它了解成农工程的理论原理和工程架构，掌握工
业化生产这个技术知识平台。
　　服装技术是一门实用技术，相对于其专业理论来说，它首先是实用技术的属性。
因此《成衣工艺学》又必须从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层面上去解说、去剖析成衣加工技术，即作为桥梁
让读者能通过它直面现代服装生产企业的技术链和技术动作。
　　现代的经济越来越趋向全球一体化，服装产业的国际化接轨要求高校学生具有国际化的知识大平
台。
因此，本书在一些章节中尽可能地收录了国际组织及工业化国家的相关信息，以适应客观的要求。
　　全书由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张文斌主编，其中本书第一章由浙江理工大学祝煜明、东华大学张义斌
编写：第二章由东华大学李东平、张文斌编写；第三章由浙江理工大学祝煜明、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
院张宏仁编写：第四章由天津工业大学佟立民、河北科技大学李晓燕编写；第五章由东华大学杜劲松
编写；第六章由东华大学张祖芳与李兴刚、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张宏仁编写：第七章由东华大学杜
劲松、天津工业大学佟立民编写：第八章由五邑大学李引枝编写：第九章由东华大学张文斌、华南农
业大学吴军编写：第十章由东华大学张文斌、张向晖编写；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由东华大学张文斌编
写。
另黄志瑾先生亦参与部分章节编写工作。
东华大学刘亚平、刘雷、毕研旬、何艳霞、付赞、米婷婷、王慧、洪健、张晓霞、任天亮等同学参加
文字的编辑与图表的编制工作。
对所有给予本书帮助的同行在此一并鸣谢。
　　张文斌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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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继承了《服装工艺学》（成衣工艺分册）的特色
，摒弃了若干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信息，拓展了现代加工技术的知识面，增补了若干新的知识点。
    本书内容包括机缝工艺、手缝工艺及装饰工艺等成衣工艺基础；材料的准备、检验、预缩等前整理
；衣片的排列、裁剪、捆扎及裁剪原理分析；服装生产流水线的设计与管理；衣片的缝纫加工原理与
缝制工艺；衣片的熨烫定形工艺；服装标志使用说明；服装质量控制标准与检测方法以及成品后整理
、包装和运输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服装专业教材，也可供服装技术人员参考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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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成衣工艺发展史　　服装成衣工艺作为服装制作、生产的技术手段，经
历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
　　距今约1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已经学会了使用动物的筋、骨制
成的针、线，将兽皮、树叶等材料缝合成片状物包裹身体。
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管状骨针和绕线棒等物，都说明那
时已产生最原始的衣服制作工艺形式。
　　服装加工工具的进步，促进了制作工艺向成农工艺发展。
人类在14世纪发明了铜针取代骨针，直到18世纪术，衣服制作工具仍处于原始阶段，工艺方式一直处
于手工制作阶段。
19世纪初，第一次产业革命兴起，英国人托马斯·逊特首次发明了链式线迹缝纫机；随后，法国人巴
特勒米·西蒙纳在其基础上将其实用化；继而英国人艾萨特·梅里特·胜家兄弟设计了全金属锁式线
迹缝纫机。
从而将纯粹的手工操作进化到尚需人力的机械操作，服装制作形式亦进入成衣化、规模化阶段。
但直至l9世纪末，才实现全机械操作，缝纫机亦进入机械高速化、自动化及专门化的研究阶段。
从20世纪40年代起，缝纫机的转速已从300r/min提高到10000r/min以上。
1965年后，世界各大缝纠机制造商都致力于研究各种缝纫机的一动切线装置和缝针自动定针等省力化
机种。
日本重机株式会社、美国格伯公司、意大利内基公司分别制造了数控（NC）工业缝纫机。
这类缝纫机可使缝制工序程式化、标准化。
现今机种类型纷繁，常见的加工工具和设备多达4000余种，主要有单缝机、链缝机、绷缝机、包缝机
、缲缝机、刺绣机、锁跟机、钉扣机、打结机等缝纫机械；有打褶机、拔裆机、粘衬机、各种部件熨
烫机和成品熨烫机等熨烫机械；有摊布机、电动裁布刀、模板冲压机等裁切机械；自动吊挂传输装置
应用于生产流水线。
可以预见，随着电子计算机在服装工业中的广泛应用，各种诸如计算机自动排料、摊布、剪切系统，
色差疵点分辨系统，缝制功能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以及将复杂工序组合而成由单一机种完成的特殊机种
，将大量使用于生产过程，成衣的生产工艺无论方法还是组织形式，都将产生质的变化。
　　服装材料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也推动成衣工艺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服装材料有天然的动物纤维、植物纤维、矿物纤维和人造纤维、合成纤维织造的织物以及各类纤维混
纺、交织的织物。
新的风格的织物形态和新涂料的产生，将推动各种湿热塑形工艺、粘接缝制工艺的发展，从而改进了
部件的组合形式，促进工艺的改进和新工艺的产生，提高加工效率和制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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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衣基础工艺，生产材料检验与整理；裁剪工艺，缝制工艺，缝纫原理；流水线设计与管理，成
衣品质控制；熨烫定形工艺，后整理、包装与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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