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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艺学》

前言

　　《服装工艺学》主要内容包括：机缝、手缝、装饰工艺，部件图解工艺等成衣基础工艺；服装半
成品、成品的熨烫定型工艺；服装缝纫加工原理与服装（特殊材料服装）的制作工艺；服装工艺设计
的原理与动作、时间的规范；服装信息、生产技术档案、成衣品质的全面管理；服装企业的质量体系
和服装技能等级考核与鉴定，并附以大量的图解加以说明。　　服装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服装工艺
学是其中独立的一部分。本书编写过程中，既注意保证其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又注重专
业的技术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使理论与实践、技术与艺术有机结合。　　本书第一章由纪婧编写
，第二章由胡秀琴编写，第三章由欧阳心力编写，第四章由黄利筠编写，第五章由纪婧、欧阳心力编
写，第六章由康建国编写，第七章由祁志君、付平、唐贻等编写，第八章由欧阳心力、祁志君编写，
第九章由胡秀琴、欧阳心力编写，第十章由张志、欧阳心力编写。全书由欧阳心力统稿，魏静审稿。
　　本书自出版以来，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进一步提高质量，编者在原教材的基础上，对发现的
错漏之外进行了挖改和重排，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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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艺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教育部规划教材。 主要内
容包括:基础工艺、熨烫工艺、部件工艺图解、服装简做工艺、服装精做工艺、特殊材料工艺、服装工
艺设计、服装生产、品质全面管理及服装考工训练与技能等级鉴定等,内容丰富,并综合大量具体实例
系统地介绍了服装的组合工艺与传统工艺等多种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服务设计与工艺
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服装专业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作为服装设计业余爱好者的自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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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艺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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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第一节 工艺名词术语第二节 常用手针工艺第三节 装饰工艺第四节 机缝工艺第五节 线迹与缝型第三
章 熨烫工艺第一节 熨烫定型基础知识第二节 手工熨烫第三节 部位熨烫第四节 手工熨烫第五节 机械熨
烫第四章 部件工艺图解第一节 衣领工艺图解第二节 袖子工艺图解第三节 袖头工艺图解第四节 腰头工
艺图解第五节 开叉工艺图解第六节 口袋工艺图解第七节 拉链工艺图解第五章 服装简做工艺第一节 粘
合衬第二节 女裤简做工艺第三节 女衬衣简做工艺第四节 男茄克衫简做工艺第五节 女西装简做工艺第
六节 风衣简做工艺第六章 服装精做工艺第一节 男西裤精做工艺第二节 旗袍工艺第三节 男西装精做工
艺第四节 男式马甲精做工艺第五节 中山装前衣片、衣领精做工艺第七章 特殊材料工艺第一节 软料服
装工艺第二节 针织服装工艺第三节 羽绒服装工艺第四节 皮革服装工艺第八章 服装工艺设计第一节 服
装工艺设计概述第二节 工序分析与编制第三节 工艺分析与规程第四节 服装缝制作业动作、时间研究
第五节 机械配置与保养第六节 缝口强度与缝制质量第七节 面、辅材料的准备与样品试制第八节 工艺
文件编制与技术档案管理第九章 服装生产、品质全面管理第一节 服装品质全面管理的意义与内容第
二节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理第三节 成衣品质检验第四节 成衣品质检验统计控制第五节 服装信息管理
第六节 服装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ISO9002第十章 服装考工训练与技能等级鉴定第一节 考工训练与
考核大纲第二节 中级应知复习第三节 中级应会复习附录1 中级应知复习题附录2 男西服质量评分实施
细则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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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艺学》

章节摘录

　　19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兴起，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英国人托马斯·逊特发明了手摇链
式线迹缝纫机。30年代，法国人迪摩尼耶发明了可用一根线来缝纫的缝纫机。40年代，美国人艾利亚
斯·豪发明了用两根线来缝纫的缝纫机。50年代，美国人辛格又制造出了更为先进的缝纫机，并开始
大量生产。从此，服装制作从缓慢、繁琐的手工缝制时代走向机械化生产的时代。　　世界各国的服
装工业机械化基本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时期，缝纫机制造业迅速发展。日本、美国等国家
分别制造出数控工业缝纫机。如美国胜家公司于1965年发明了自动切线装置，使缝纫效率提高了20％
。缝纫机制造商更致力于缝纫自动定针等省力机种的研究，到20世纪后期，用于服装制作各阶段工艺
程序的加工工具已达几千种。缝纫机的发展经历了脚踏式缝纫机和电动式缝纫机两个阶段，进入了电
子缝纫机的发展阶段，使服装制作实现了规格化、标准化和批量化，服装工艺和服装加工设备也向着
高效率、高质量和多功能方向发展。同时，服装材料的品种也更加丰富，除天然纤维织物外，还有人
造纤维织物、合成纤维织物，并出现了各种混纺、交织的织物。1958年，粘合衬在西德问世并逐步转
入工业化生产，取代了棉衬、麻衬、毛衬、树脂衬等旧式衬布的优势地位，也标志着服装工艺的一次
重大变革。此外，印染技术不断进步，合成染料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推动了服装工艺向前发展。　　
由于服装工业机械化比纺织工业机械化整整晚了一个半世纪，加上服装的生产工艺由若干个独立的工
序连缀而成，规格不一，款式多变，所以，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服装工业仍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20
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服装制作采用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人们将计算机技术运用于服
装设计和制作中，如用计算机进行款式设计、人体测量、控制生产流水线、仿人工刺绣等等。当今服
装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五大特点，即：设计裁剪电脑化；缝制设备专业化；熨烫粘合设备自动化；
包装立体化；生产科学化。服装工艺进入了一个从设计到成衣高速化、自动化、高效率的新时代。　
　第二节成衣制造程序设计　　成衣制造的程序直接影响着加工的效率和服装质量。虽然由于材料、
款式的差别，成衣制造程序不尽相同，但基本的程序和环节是一致的。下面介绍的主要是批量生产的
制造程序。　　一、商品设计（新产品设计）　　也就是服装设计。从狭义上讲只指服装的造型设计
，从广义上说则包括造型、结构、性能、选料、配色、规格、工艺、包装等全过程的设计工作。产品
设计既指对新产品的研制，又指对原有产品的改进。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调研阶段、设计阶段和
试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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