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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机缝基础训练　　（一）空车练习　　1.机器的启动与停车将压脚抬起，右脚放在踏板上，
脚尖逐渐下压启动机器。如果一次没有启动，需要松开脚尖，使踏板复位，然后再稍用力下压，直至
机器启动。启动后，控制脚尖位置，保持用力不变，使机器匀速运转。停车时，脚尖松开踏板要果断
、及时。注意踩踏板不能用力过大，否则会导致机器突然启动并高速运转，有一定危险性。　　2.手
的辅助动作　　机缝时缝纫方向的控制及缝料的平服，都由手帮助控制。调整方向时，双手用力要轻
缓、均匀，突然用力或用力过大都会使线迹不顺，甚至损坏机针。缝两层或多层布料时，双手都放在
压脚前方，左手按住上层缝料稍向压脚下推送，右手拇指在下，其余四指放在两层之间，捏住下层缝
料稍加力向后拉，使上下层送布量一致。左右手互相配合，要求做到习惯自然。　　3.纸上空缉训练
（训练手、脚、眼协调配合）　　在纸上分别画直线、弧线、几何形、平行线，然后按线迹进行练习
。要求针迹与线迹一致，不能偏离；中途尽量少停车，减少因停车造成针迹不顺现象；需要转角时，
针留在针板的容针孔中，再抬压脚转动纸片，对准下一条线迹。动作熟练后，再进行速度练习。　　
进行点缝训练，练习对平缝机的精确控制。启动机器，缝四到五个针迹停车，反复练习，要求做到主
动控制针迹数量。　　（二）缉布训练　　缉布训练是为了进一步熟练缝纫动作，协调手、眼、脚的
配合。　　1.缉线训练　　类似于缉纸训练，缝缉不同布料，使学生体会不同材料的缝缉特点，增强
实际缝制能力。要求线迹平整、牢固、松紧适宜，布面平服、整洁。　　2.起落针、倒回针训练　　
（1）起针：起始缝缉的下针。薄料相叠缉缝，由端口处起针，对准需要缉缝的位置，转动手轮使机
针插入缝料，放下压脚，打开电源，启动机器缉缝。厚料相叠，起针应离开端口约1cm，起针后，先
倒回针缉到端口处，再沿线迹重合向前缉缝。需要右手控制倒回针杆，脚踩踏板准确配合。　　（2
）落针：结束缉缝的收针。缉到尽头时，为加固缝迹，可重叠回针两到三次，倒回针长度1cm。注意
，线迹重合时不要重复过多，以免使缝迹加厚加硬。　　（3）倒回针：对缝迹的加固针法。左手控
制缝料走向，右手控制倒回针杆。　　要求起落针线迹牢固，无浮线、脱线现象；倒回针一定要在原
缝迹上进行，不能出现多轨线迹。　　四、机缝针法　　缝制服装时，按照使用部位可以将针法分为
连接类与止口类。　　（一）连接类针法　　1.合缝　　合缝即平缝，又称勾缝，是机缝中最基本的
缝制方法，缝型代号1.01.01。操作时，将上下两层裁片正面相对，沿所留缝份进行缝合，如图1-34所
示。下层裁片由送布牙直接推送，走得较快，上层裁片有压脚的阻力且为间接推送，走得较慢，所以
容易产生上层长下层短（上吃下）的现象。为保持上下层裁片长度一致，缝合时，可适当拉紧下层，
推送上层（有特殊工艺要求的例外）。合缝要求线迹顺直，缝份均匀，完成后布面平整，不吃不赶。
　　合缝后，缝份可以向两侧分开折转，称为劈缝；也可以都倒向同一侧，称为倒缝。对缝份的固定
有不同的方法。　　（1）劈压缝：也称分缉缝，缝型代号4.03.03。劈缝后，从正面沿缝口缉线，分别
固定两侧缝份，线迹与缝口间距0.1cm，如图1-35所示。常用于领子的拼接。　　图1-34合缝　　
图1-35劈压缝　　（2）固压缝：也称坐缉缝，缝型代号2.02.03。倒缝后，从正面沿缝口缉线固定缝份
，线迹与缝口间距0.2～0.6cm，如图1-36所示。多用于休闲类服装，明线线迹同时具有装饰作用。　　
（3）分压缝：平缝后，将上层缝份折转，距离止口0.1cm缉线，线迹与平缝线迹重合，如图1-37所示
。多用于裤装后裆缝，具有固定缝口、增强牢度的作用。　　图1-36固压缝　　图1-37分压缝　　2.搭
缝缝型代号2.01.01。操作时，将两裁片的缝份互相搭合后，沿重叠区域的中线缉缝固定，如图1-38所
示。要求线迹顺直，接合平服；两侧缝份一致，重叠宽度适当。这种针法缝份较薄，用于衬料、胆料
等的拼接。　　3.排缝缝型代号4.05.01。两裁片分别与第三裁片搭缝固定，正面刚好拼合，如图1-39　
　图1-38搭缝　　图1-39排缝　　所示。操作时要求　　两裁片不能相搭，也不能有间隙；完成后布
面平整、无皱缩。主要用于衬料或胆料的拼接，为了减少缝份厚度，第三裁片选用较薄布料。　　4.
来去缝来去缝也称筒子缝或反正缝，缝型代号1.06.03。先做来缝：将裁片反面相对叠合，距离裁片边
沿0.3～0.4cm平缝，并劈缝，注意缝口处不能有坐势；再做去缝：将来缝的缝份修剪整齐，折转裁片
，使正面相对叠合，距离止口0.5～0.6cm平缝；然后打开两裁片，将缝头折倒、熨平，如图1-40所示。
操作时要求来缝的缝份要小于去缝的缝份，但不能过小，以免影响牢度；去缝的缝份整齐、均匀、无
绞皱、无毛露。这种针法常用于女衬衫（薄料）和童装的摆缝、袖缝等处的缝合。　　5.扣压缝扣压
缝也称压缉缝。先将布料裁边向反面折转1～1.2cm，并与另一裁片正面相搭，沿折转止口缉缝（缝型
代号2.02.07），线迹与止口间距根据工艺要求确定，如图1-41所示。这种针法多用于绱过肩。扣折后
与另一裁片的正面相对，沿止口缉缝（缝型代号5.13.01），这种针法多用于装贴袋。扣压缝操作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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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线迹整齐，平行美观，止口均匀，位置正确；布面平服，折边无毛露。　　图1-40来去缝　　
图1-41扣压缝　　6.滚包缝缝型代号1.08.01。两裁片正面相对错位叠合，先将下层裁片（缝份2～2.5cm
）折转毛边0.5cm，再包卷上层裁片的缝份（0.7～1cm），并沿折边止口0.1cm缉线，如图1-42所示；然
后打开两裁片，向下层裁片方向折倒缝份、烫平。操作时要求包卷折边宽度一致，平整无绞皱；线迹
顺直，止口均匀，无毛露。该针法主要用于薄料的缝合。　　7.内包缝内包缝也称裹缝、暗包缝，缝
型代号2.04.06。先做包缝：两层裁片正面相对错位叠合，下层裁片（缝份1.5cm）包转上层缝份0.7cm
，沿裁片边缘缉缝；然后打开上层裁片，拉平缝口，正面缉线，距离缝口0.4～0.5cm，注意不能漏缉
缝份，如图1-43所示。操作时要求正　　图1-42滚包缝　　图1-43内包缝　　面线迹顺直，缝口平服；
反面缝份平整，无毛露。该针法牢度高，主要用于中山装、工装裤、牛仔裤的缝制。　　8.外包缝　
　缝型代号2.04.05，外包缝也称明包缝。操作方法与内包缝有两点不同，一是最初叠合时是反面相对
，二是两层打开时需要折转下层，使缝份留在正面，并向毛边方向折倒，沿止口0.1cm缉线，如图1-44
所示。操作时要求正面线迹顺直，缝口平服，无毛露；反面无坐势。这种针法牢度高而且美观，主要
用于男两用衫、风衣、大衣、夹克的缝制。　　图1-44外包缝　　（二）止口类针法　　1.勾压缝勾
压缝也称勾止口，缝型代号1.06.02。先做勾缝：将裁片正面相对叠合，沿净线平缝，劈缝；再做压缝
：将裁片翻至正面，烫平止口，沿边缉线，线迹与止口间距根据工艺要求确定，如图1-45所示。操作
要求勾缝转角部位时，略吃进面料，保证成品有自然窝势；压缝时，止口均匀、线迹整齐，保持窝势
。该针法主要用于勾袋盖、领子、门襟等止口部位。　　2.折边缝折边缝的缝型代号6.03.04。操作时
，先将布料裁边折光（折0.5～1cm），再扣折（2～3cm），然后沿折边上口缉缝，如图1-46所示。该
针法常用在非透明布料的裤口、袖口、底边等处贴边的固定。要求折转的贴边平服，宽度一致；缉线
顺直，止口均匀，无毛露。　　图1-45勾压缝　　图1-46折边缝　　3.卷边缝缝型代号6.03.01，将布料
裁边连折两次成三层，宽度1.5～2cm，再沿折边上口缉缝，如图1-47所示。这种针法主要用于透明布
料的裤口、袖口、下摆等处贴边的固定。操作要求同折边缝。　　4.漏落缝　　漏落缝也称灌缝，缝
型代号1.10.01。先合缝两裁片并劈缝，然后在正面缝口内缉缝，带住下层布料，如图1-48所示。这种
针法多用于固定挖袋嵌线、装腰头。操作时要求正面缉缝线迹不能落在缝口两侧。　　图1-47卷边缝
　　图1-48漏落缝　　5.骑缝骑缝也称闷缝、咬缝，是双层夹缝单层的针法。操作方法有三种，完成
后要求线迹顺直，布面平服，无链形。　　（1）双面夹缝：缝型代号3.05.01。操作时将两边折净的裁
片沿中线对折后，夹住另一裁片的缝份，沿折边正面缉线0.1cm，如图1-49所示。缉缝时注意要尽量推
送上层，带紧下层，保持上下送布一致。这种针法用于装袖克夫、袖衩等。　　（2）反正夹缝：缝
型代号3.05.06。操作时先将两裁片正面对反面叠合，缝第一道线；再将A裁片翻上并折转缝份，压在
刚好盖没第一道缝线的位置，沿折边正面缉线0.1cm，如图1-50所示。缉缝时同样注意送上层、带下层
，这种针法常用于装领、腰头、门襟条等。　　图1-49双面夹缝　　图1-50反正夹缝　　（3）正反夹
缝：缝型代号3.03.07。操作时先将两裁片正面相对叠合，缝第一道线；再将A裁片翻上，沿中线折转
；正面缝口处漏落缝或者沿折边缉线0.1cm，带住下层，如图1-51所示。缉缝时同样注意送上层、带下
层，这种针法用于装腰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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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没有好坏，关键在于读书人的选择与需求是否相符！
2、书很好，是正版，质量很好，快递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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