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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加快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促进中国教育的全面发展，‘教育部在狠抓教育改革的同时，
制定了“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受教育部的委托，全国纺织教育学会组织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两个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了
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18种，部委级规划教材48种。
两个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教育部的专业教学改革方案，组织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有一定权威的
教师编写了国家级和部委级规划教材，供各学校采用。
本套教材自成体系，在编写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体现了教材的先进性、前瞻性、通用性和实用性
，对新一轮教材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织物结构与设计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鉴于1999年后，纺织工程、丝绸工程、针织工程、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四个专业合并为现在的纺织
工程专业，实施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
本书组织了全国高等纺织院校中长期从事织物组织与产品设计、开发的专家、教授参编，除了传承原
《织物结构与设计》、《织物组织与纹织学》两本教材的主要内容，使织物组织的内容更为系统、翔
实，涵盖机织、多臂和提花；还精选了国外同类教材中的经典内容，增补了织物结构理论与应用，织
物设计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以及行业中棉、毛、丝、麻、化纤等各大类织物设计的典型实例。
本书中，织物组织、结构与设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成为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平台课程，为
学习后续相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宽厚的基础。
　　本书由顾平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及编写章节如下：　　绪论，第4章4．5、4．7，第5章，第6章6．4，第9、10、11、15
章--苏州大学顾平编写；第4章4．1、4．3、4．4、4．6、4．8、4．9，第6章6．1～6．3--苏州大学王
国和编写；第8章，第12章12．1～12．3--苏州大学眭建华编写；第7章7．2、7．4，第12章12．4，
第13章13．3，第14章14．3、14．4--浙江理工大学金子敏编写；第7章7．1，第13章13．4、13．6--江
南大学王鸿博编写；第3章3．1、3．3，第4章4．10，第7章7．3，第13章13．1，第14章14．1、14．2--
青岛大学田琳编写；第l、2章--武汉科技学院肖军编写；第三章3．2--西安工程科技学院谢光银编写；
第13章13．2、13．5--南通工学院吴绥菊编写；第4章4．2--大连轻工业学院姜凤琴编写。
初稿由吴汉金教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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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包含织物组织、织物结构和织物设计三个部分。
其内容从适合某一原料类型的织物拓宽棉、毛、丝、麻、化纤及交织、混纺各种原料类织物，从服装
用拓宽到装饰用、产业用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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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3　蜂巢组织　　4．3．1　蜂巢组织的特征与形成原理　　在织物表面具有四周高、中间低的
方形、菱形或其它几何形如同蜂巢状外观的组织，称为蜂巢组织（honeycomb weaves）。
　　蜂巢组织的织物形成边部高、中间低的蜂巢外观，是由于在织物中利用平纹组织的几何形块和长
浮线的几何形块相间排列而产生的。
从织物表面看，某些平纹块的上下有由内向外延长的纬浮长线围绕，左右亦有由内向外的经浮长线围
绕，形成四周松弛浮线隆起而中心凹下的几何块（图4-15A处）；而某些平纹块其周围的浮线在织物
反面，这些平纹块在织物正面微微凸起（图4-15B处）；凹凸几何块面有规律地相间排列，便形成了蜂
巢状外观。
　　在设计制织蜂巢组织织物时，采用加捻纱线、弹力纱线或合纤膨体纱线，则可以增加纱线的收缩
程度，由此增强织物的凹凸效应。
此外，蜂巢组织的凹凸程度还决定于纱线的粗细和经纱的上机张力，当纱线粗、张力大时，则凹凸效
应更为显著。
蜂巢组织因具有由较长的经、纬浮长所形成的凹凸格子，故织物手感柔软，有较强的吸水性和保暖性
。
　　4．3．2蜂巢组织的构作方法　　构作蜂巢组织的方法很多，不同的构作方法可以得到不同形状的
蜂巢组织，其构作的基本原则均是以短浮的几何形块配置在长浮的几何形块之间。
至于配置的形式和方法是变化无穷的，全在于设计者的灵活应用。
下面介绍几种基本构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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