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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织物组织与结构学》的前一版《织物结构与设计学》是2004年由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
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经全国各纺织院校使用后，反映是一本质量较高的纺织工程专业基础平台课程的教材，编写上也有所
突破、创新，体现了教材的先进性和实用性，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了宽厚的基础。
2008年经出版社申报、专家评审、网上公示，被教育部补充遴选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之后，组织了八个高等纺织院校中长期从事机织物组织结构与产品设计开发的教授级编写人员参编，
除了对《织物结构与设计学》版本中的错误进行修改，使其在文字和图形的表达上更加严谨到位外，
修订版的主要变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行了章节的调整，使服务于“织物组织学”课程的
定位更为准确。
删去了原书中“提花织物装造与纹织设计”和“织物组织CAD的数学模型与织物CAD逻辑”这两章；
将“织物设计概述”与“织物设计举例”两章精简为一章；组织部分增加了“三维组织”这一章和“
三原组织织物的外观效应变化”、“多层组织”这两节；结构部分由原三章增补为四章，加进了机织
物结构理论在织物规格设计中应用的内容；全书每章后除综合性的分析思考题外，还增加了实训题，
以开拓学生思维，提高学习兴趣。
原书的修订版既保持原书机织物组织、织物结构与织物设计的完整知识体系，体现了纺织工程以产品
为中心、系统掌握纺织品织造技术的教育思想，较好地反映了各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与专业特点及实
用性强的编写风格，又突出了本书的主体内容——织物组织与结构，拉开了与同类教材包括《织物结
构与设计》、《织物组织与纹织学》、《机织物组织与设计》（英文版）的区别。
为此，再版后书名改为《织物组织与结构学》，更为名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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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织物组织、织物结构和织物设计三个部分和一个附带光盘。
组织部分在介绍织物组织及上机的概念后，详实地阐述了三原、变化、联合、重、双层与多层、起绒
、纱罗和三维等各大类组织的构成原理、外观效应、组织图与上机图的绘作方法。
结构部分在介绍织物几何结构参数后，着重阐述了织物结构的Peirce模型及织物紧密结构方程、织物方
形密度的Brierley公式及织物相对紧密度的比较。
设计部分在介绍织物规格设计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全过程要素后，给出了棉、毛、丝、麻代表产品的
设计实例。
光盘提供了CAI多媒体课件、织物效果模拟软件和图片、织物组织动画演示以及棉、麻、毛、丝典型
品种、织物实样图片集、上机实验录像和附录等实践性环节素材和工具。
    本书是用于高等院校纺织工程专业主干课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可用于纺织材料与纺织
品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等专业的相关课程教材，并可作为从事纺织与服装工程的技术和设计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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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设计与上机  9.4  异型结构件三维组织的设计与上机第十章  织物几何结构参数  10.1  屈曲波高与几
何结构相  10.2  交织次数与平均浮长  10.3  盖覆紧度与盖覆系数  10.4  织物平衡系数与结构区域第十一章
 紧密织物及其盖覆紧度的计算  11.1  紧密织物的概念——直径交叉理论  11.2  紧密织物的盖覆紧度与结
构相  11.3  紧密织物的盖覆紧度与织缩率  11.4  织物盖覆紧度与密度的设计第十二章  Peirce模型与紧密
结构方程  12.1  织物结构的Peirce模型  12.2  平纹织物紧密结构方程  12.3  非平纹织物紧密结构方程第十
三章  织物的Brierley公式及相对紧密度比较  13.1  织物方形密度的Brierley公式  13.2  织物的相对紧密度 
13.3  织物相对紧密度的比较第十四章  织物设计  14.1  概述  14.2  棉色织物设计  14.3  毛织物设计  14.4  丝
织物设计  14.5  麻织物设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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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织物的历史文化织物是纺织纤维集合体中的一个大类产品，具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而厚度
相对于长度或宽度是极其小的片状物体。
织物的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开始甚至更早就有了织物。
亚麻织物的使用可追溯到欧洲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前，当时人们用亚麻做成粗厚的麻布状制品
遮体或制作鱼网。
至今，在瑞士新石器时代湖区居民屋遗址中，就发现了亚麻织物和鱼网的残片。
优质亚麻布在古代用作埃及君王寿衣。
圣经时代（公元前1400年－公元100年）的麻织品，是君王使用的时尚织物和时髦女主妇引以自豪的用
品。
中国历史上最早利用的纺织纤维是一种藤本植物——葛。
迄今发现最早的织物是今苏州吴中区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三块葛布残片，距今已
有6000-7000年的历史。
出土的苎麻织物也有4700多年的历史。
丝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以外的又一项伟大发明。
关于中国丝绸的起源，主要有“伏羲化桑蚕为穗帛”、“黄帝时蚕神献丝”及“黄帝元妃西陵氏女嫘
祖教民养蚕”等传说，在历代史书古籍中都有所记载.1958年，在今江、浙交界太湖之滨的吴兴钱山漾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距今约4750年前的桑蚕丝线、丝带和平纹绢片，这是我国长江下
游地区出土最早的丝绸实物。
1984年，在河南荥阳县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又发现了距今5500年前的丝织品和麻织品，其中有平
纹丝织品和浅绛色的罗织物，这是我国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丝绸物证。
大约至公元前1765年，中国的桑蚕、丝绸技艺一直被秘密地保留了约3000多年.传说，后来东罗马帝国
派了两名传教士潜人中国，学习了中国的栽桑养蚕术，并窃得桑籽和蚕卵，才兴起了东罗马帝国的丝
绸业。
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丝绸文化传播至西西里和西班牙。
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意大利成为西欧丝绸业的中心，经过500多年的努力，意大利成为丝绸业的发达
国家。
至公元17世纪，法国里昂城的丝织物在外观和质量上均能与意大利丝织品竞争。
英国丝绸业始于16世纪，由于英国的气候不适应栽桑养蚕，约于1732年，英国通过殖民统治方式将丝
绸业传播至美国，强制每10英亩种植100株桑树，以发展丝绸业。
传说中，早在公元300年，日本通过绑架四名中国蚕姑，印度通过中国公主与印度国王成亲，学习了中
国的蚕丝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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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织物组织与结构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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