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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上海近代纺织报刊进行检索整理,获得统计数据,包括报刊的数量、种类和行业分布等,列出各行业重

要纺织报刊的名称、出版者和创刊时间。结果表明:上海近代纺织报刊有123种;企业的出版量最多,约为总数的三分之

一;行业组织的出版量接近总数的四分之一;报刊社以报纸多和服饰内容多为特色。所得结果与近代上海在全国纺织工

业的地位相匹配,为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的纺织工业史、科技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和出版史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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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起着重要作用。上海近代纺织出版史料记载着上

海纺织工业的进展,是研究上海近代纺织的重要文献。
纺织出版史料包含纺织报刊和纺织图书等。

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纺织出版史料进行了

研究。有学者对中国近代纺织出版物作了概述[1-7],有
学者对中国近代纺织期刊作了某一方面的论述[8-11],
有学者对某一报刊进行剖析[12-17],还有学者对纺织图

书作了研究[18]。而对中国近代某一区域的纺织出版

物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数据分析的文献不多。
对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的数量、种类、行业分布等进

行数据统计,并在统计结果的基础上对上海近代纺织

报刊的行业分布与影响进行探讨。

1 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的数量与种类统计

1.1 数量统计

根据对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华大学图书馆

等馆藏文献的检索统计,上海近代出版的纺织报刊共

计123种。上海近代纺织报刊创刊数量随创刊时间的

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的创刊数量自

1919年开始在低位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一个

峰值后回落,于1947年达到顶峰,然后下降。

1.2 种类统计

中国近代纺织期刊可分为纺织原料、纺纱织造、印
染、服装和综合性期刊共5个种类。纺织原料类期刊

介绍纺织的原料信息,包括蚕丝和棉花等;纺纱织造类

期刊主要论述纺纱和织造方面的内容,如棉纺和丝织

等;印染类期刊报道讲述纺织品生产后道工序的情况,
如印花和整理等;服装类期刊介绍服装的制作和穿着

等;综合性期刊的内容则涉及原料、纺纱、织造、印染、
服装、管理、教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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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近代纺织报刊创刊数量趋势

上海近代各类纺织报刊的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上海近代各类纺织报刊分布情况

报刊种类 数量/种 占比/%

纺织原料 24 19.5
综合性 34 27.6

纺纱织造 38 30.9
印染 6 4.9
服装 21 17.1
合计 123 100.0

  由表1可知,上海近代各类纺织报刊中,纺纱织造

类报刊最多,包括原料、纺纱、织造、印染、服装、管理、
教育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报刊次之,纺织原料类和服装

类报刊也占据一定比例。这与近代上海在全国纺织工

业(包括服饰业)的地位是相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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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的行业分布统计

刊物的出版者,也即所属行业,可分为行业组织、
企业、学术团体、杂志社、学校和官方机构等。上海近

代纺织报刊的行业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的行业分布情况

行 业 数量/种 占比/%

行业组织 30 24.4
企业 43 34.9

学术团体 12 9.8
报刊社 22 17.9
学校 12 9.8

官方机构 4 3.2
合计 123 100.0

  由表2可知,在出版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的行业中,
企业的出版量为43种,所占的比例最高,约为总数的

三分之一;其次是行业组织的出版量,有30种,接近总

数的四分之一;报刊社的数量也较多,有22种(其中较

多为报纸);以下依次是学术团体(12种)、学校(12
种)、官方机构(4种)。

2.1 行业组织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统计

在行业组织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中,华商纱

厂联合会,金城、通成、诚孚联合棉业调查所各出版4
种;中华棉产改进会出版3种;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

会、全国纺织业联合会各出版2种;上海华商棉业公

会、中华棉业统计会、上海棉织厂业同业公会、上海市

棉布商业同业公会、苏浙皖京沪区棉纺织工业同业公

会、华中棉产改进会、上海市商会、上海绸布业求知互

助社、上海北区丝厂第六业务工会、上海市西服业职业

工会、上海市丝光漂染业工会布匹组分会、上海市第二

区丝织业产业工会、上海市丝光漂染业职工会、上海市

染坊业职业工会绸布支部、上海纱厂工会委员会各出

版1种。表3为行业组织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2.2 企业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统计

在企业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中,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出版15种;恒丰纺织新局出版4种;美亚织绸

厂出版3种;永安公司、中国蚕丝公司、申新公司、新光

标准内衣染织整理厂各出版2种;九华绸缎商店、上海

大丰绸缎局、先施公司新装部、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绸业银行、辛丰织印绸厂、华中蚕丝股份有限

公司、友生染织厂、荣丰纺织厂、永新汉记内衣雨衣染

织制造厂、上海裕民毛绒线厂股份有限公司、利泰纺织

公司、中国棉建公司各出版1种。表4为企业出版的

重要纺织报刊。
表3 行业组织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报刊名(创刊年份) 出版者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 华商纱厂联合会

棉产调查报告(1919) 华商纱厂联合会

上海华商棉业公会周刊(1921) 上海华商棉业公会

纺织时报(1923) 华商纱厂联合会

中国棉产统计(1931) 中华棉业统计会

中华棉产改进会月刊(1931) 中华棉产改进会

棉讯(1934) 中华棉产改进会

染织纺周刊(1935) 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会

棉情月志(1937) 金城、通成、诚孚联合棉业调查所

绚烂月刊(1947) 上海市丝光漂染业工会布匹组分会

棉布月报(1947) 上海市棉布商业同业公会

棉纺会讯(1948) 苏浙皖京沪区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

染声月刊(1949) 上海市染坊业职业工会绸布支部

表4 企业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报刊名(创刊年份) 出版者

恒丰周刊(1924) 恒丰纺织新局周刊社

拂晓月刊(1932)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绸缪月刊(1934) 上海绸业银行

雄风(1946) 荣丰纺织厂

中蚕通讯(1946) 中国蚕丝公司

纺织建设月刊(1947)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纺建(1947)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吼声(1948) 利泰纺织公司

棉花产销(1948)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丁亥棉运同学会

申六员工(1949) 申新纺织印染第六厂职员联谊会

工涛(1949) 恒丰纱厂文教科

2.3 学术团体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统计

在学术团体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中,中国纺

织学会出版4种;上海新妆研究社、白鹅画会装饰画研

究部、上海装束美研究会、中国纺织染工程研究所、中
国染化工程学会、纤维工业出版社、公益工商研究所、
中国原棉研究学会各出版1种。表5为学术团体出版

的重要纺织报刊。
表5 学术团体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报刊名(创刊年份) 出版者

纺织周刊(1931) 中国纺织学会

纺织年刊(1931) 中国纺织学会

纺织染工程(1939) 中国纺织染工程研究所

中国染化工程学会成立纪念刊(1940) 中国染化工程学会

纤维工业(1945) 纤维工业出版社

纺织胜利特刊(1945) 中国纺织学会上海分会

公益工商通讯(1947) 公益工商研究所

2.4 报刊社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统计

在报刊社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中,中华工商新闻

社、时报社、培英编结公司各出版2种;时事新报社、社会

晚报社、大美晚报社、中华纺织染杂志社、国芳编结社、良
友编结社、中国纺织世界社、风鸣广告社、申报社、上海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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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社、银钱报社、社会新闻报社、新女型图画杂志社、上海

衣联社学术部、和平日报社、上海纱布日报社各出版1种。
表6为报刊社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表6 报刊社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报刊名(创刊年份) 出版者

时装特刊(1934) 社会晚报社

纺织染月刊(1934) 中华纺织染杂志社

服饰(1935) 时报社

纺织世界(1936) 中国纺织世界社

衣食住行周刊(1938) 申报社

丝业之友(1940) 上海丝友社

纱布公报(1941) 上海社会新闻报馆

新女型:时装、流行、美容(1946) 新女型图画杂志社

纺织新闻(1947) 中华工商新闻社

纺织快讯(1948) 工商新闻社

纱布日报(1948) 上海纱布日报社

2.5 学校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统计

在学校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中,南通学院出

版7种;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出版2种;苏州工业专

科学校、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上海文绮染织专科学

校各出版1种。表7为学校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表7 学校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报刊名(创刊年份) 出版者

纺织之友(1931) 南通学院纺织科学友会

染化月刊(1939) 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工程系同学会染化研究会

纺织染季刊(1939) 苏州工业专科学校纺织染学会

纺工(1941) 南通学院纺工出版委员会

纺声(1945) 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纺织工程系学友会

纺修(1947) 南通学院纺织进修社

纤声(1948) 上海文绮染织专科学校纤声出版委员会

2.6 官方机构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统计

在官方机构出版的上海近代纺织报刊中,中国棉

业经济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实业

部国产检验委员会棉花检验监理处、农林部棉产改进

咨询委员会各出版1种。表8为官方机构出版的重要

纺织报刊。
表8 官方出版的重要纺织报刊

报刊名(创刊年份) 出版者

棉业贸易书报摘要(1936) 中国棉业经济委员会

棉业月刊(1937) 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

棉检通讯(1937) 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棉花检验监理处

农林部华中棉产改进处特刊(1946) 农林部棉产改进咨询委员会

3 上海近代纺织报刊的行业分布与影响分析

3.1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纺织时报》等行业组织

报刊推进了我国近代纺织各行业的发展

在上海近代各行业出版的纺织报刊中,行业组织

的出版数量较多,仅次于企业,有30种,将近总数的四

分之一。出版纺织报刊的行业组织数量众多,共有18
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行业组织为华商纱厂联合会。
成立于1917年12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近代中国最

早的全国性纺织行业团体,其宗旨为“集全国华商纱

厂为一大团体,谋棉业之发展,促纺织之进步,凡关

于纺织应兴应革事宜及联络公益事,一律以全体公意

行之”。1918年3月选出张謇为会长、聂云台为副会长

等7人组成的董事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主要开展了试

验推广优良品种、开展棉业调查、联合限价限产、维护

华厂利益、参加反帝爱国运动、重视纺织教育、编辑出

版报刊等方面的活动,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具有重要

的地位。它出版有《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棉产调查

报告》《纺织时报》等。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于1919年9月在上海创

刊,共出版12卷,1934年2月停刊,由华商纱厂联合会

编辑发行。先是季刊,自1931年起改为半年刊。刊物

主要登载与纱厂有关的纺织方面的研究文章和消息,
栏目有植棉纪事、各厂消息、各国纺织界消息、文牍、议
案、社说、会议记载等。《纺织时报》于1923年4月创

刊于上海,1937年8月停刊,三日报。由华商纱厂联

合会编辑发行。设有纺织界时文、一周纪要、外棉周

讯、各厂消息、国外棉市电讯等栏目。刊载内容主要有

棉纺业要闻、棉花进出口统计资料、棉市行情、国内外

电讯等,还报导国外纺织业生产与贸易概况、国内纺织

业会议等。该报出版时间长、发行刊期连贯、内容全面

细致,对棉花生产、工厂作业、纺织业的制度等国内外

纺织业的情况都作了大篇幅的梳理和介绍。以此两报

刊为代表的行业组织出版的纺织报刊记载了我国纺织

工业发展,为我国近代纺织工业的成长、纺织技术的进

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它们多刊载行业组织的报告、通
告,本行业的要闻、法令,市场的统计资料、行情,各厂

的消息、动态等,推进了我国近代纺织包括棉纺织工

业、棉业、染织业、棉布商业等行业的发展。

3.2 《恒丰周刊》《纺织建设月刊》等企业报刊改善了

我国近代纺织企业的生产和管理

在上海近代各行业出版的纺织报刊中,企业的出

版数量最多,有43种,约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有

20家企业出版有纺织报刊,其中有的企业还不只一

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当属恒丰纺织新局和中国

纺织建设公司。恒丰纺织新局的前身是华新纺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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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创办于1888年。1909年聂云台收购后,改组为私

营恒丰纺织新局。它是近代中国民营资本机器棉纺织

业中创办最早的工厂之一,还创办有职工纺织学校、职
员养成所。其出版的刊物有《恒丰周刊》《恒丰汇刊》,
还有附设纺织学校的纪念刊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是

1945年12月在接收日本在华纺织厂的基础上成立的,
总部在上海,在青岛、天津、沈阳等地设有分公司,是民

国后期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总公司出版有《纺织建

设月刊》《纺建》,还有连续出版的棉纺织厂和毛纺织厂

的经营标准、专门技术研究班的论文集等。其下属的

上海第六纺织厂、上海第九纺织厂、第十九纺织厂均有

纪念刊出版。
《恒丰周刊》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企业出版的纺织报

刊,于1924年11月在上海创刊,由恒丰纺织新局周刊

社编辑发行,周刊,1927年2月停刊。刊物主要讨论改

良棉纺织技术、改进生产工艺、管理纱厂、训练工人、制
定各部门工作法等,其中有中国纺织业与美、英、日商

生产的锭子总数统计,并刊登时事感言、海外珍闻、文
艺作品及随笔等。《纺织建设月刊》于1947年12月在

上海创刊,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纺织建设月刊社编辑

出版,月刊,1949年4月停刊。刊物以发展我国纺织工

业、切磋纺织工艺为目的,刊登有关纺织工业的学术专

著和译述、调查报告、统计资料及纺织界消息等,提供

给纺织业界作参考。其中纺建公司技术研究班特稿特

色栏目是其一大特色,并有许多关于纺织各行业和地

区的综述文章。以此两刊为代表的企业出版的纺织报

刊聚焦于沟通信息、促进生产、改良工作、管理企业、交
流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制定部门工作规则、培训工人,
另有厂务会议记录、工务问答等,体现了企业特色,改
善了我国近代纺织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也见证了民族

企业的发展。

3.3 《纺织周刊》《纺织年刊》等学术团体报刊促进了

我国近代纺织科技的进步

在近代上海,有9家学术团体出版12种纺织报

刊,纵观学术团体出版的纺织报刊,发现它们刊登的内

容范围广泛,相比于其他行业的纺织报刊,因作为出版

者的学术团体的学术地位,故其刊登的内容范围较广,
水平较高,影响也较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团体

为中国纺织学会。1930年4月成立于上海的中国纺织

学会,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全国性纺织学术团体,在
全国多地都设有分会。它还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所

办夜校为上海纺织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学会还在制定

纺织技术标准、鉴定纺织技师资格、审定纺织机械名词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它出版有《纺织周刊》《纺织年刊》
《纺织胜利特刊》《中国纺织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
等。

《纺织周刊》于1931年4月在上海创刊,先由钱贯

一先生以私人名义创办,后由中国纺织学会接办,周
刊,停刊于1949年1月。刊物内容主要论述中国纺织

工业建设问题,记载纺织业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国外纺

织行业科技概况,报道业内消息和动态等。该刊办刊

时间长,影响大,深为纺织界读者所喜闻乐读,被誉为

中国近代纺织期刊之雄。《纺织年刊》于1931年5月

在上海创刊,中国纺织学会编辑发行,年刊,停刊于

1949年8月。刊物主要登载有关纺织科技的论文,记
载每年纺织业大事,棉花、棉纱市况、进出口统计资料

等内容。以此两刊为代表的学术团体出版的纺织报刊

学术性强,它们探讨纺织生产过程中原料、纺纱、织造、
染整和服装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问题,改进纺织工艺,
改良纺织机械,介绍国内外纺织行业科技状况,探讨纺

织教育和企业管理,回顾纺织业历史,展望纺织业未

来。各刊物有关学术研究的文章均占了较大比重,积
极促进了我国近代纺织科技的进步。

3.4 《时装特刊》《衣食住行周刊》等报刊社报刊增强

了我国近代大众的时尚意识

在近代上海,报刊社出版的纺织报刊也较多,有19
家单位出版了22种。这些报刊中,报纸或报纸副刊有

13种,占了总数约六成;有关服饰(包括编结)内容的

报刊有14种,也占了总数约六成。所以,报刊社出版

的纺织报刊具有报纸(包括报纸副刊)多、服饰内容多

的显著特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报刊社为社会晚报社

和申报社,它们分别出版有《时装特刊》和《衣食住行周

刊》。
《时装特刊》为《社会晚报》副刊,创刊于1934年,

刊登上海著名服装公司的服装样式,当时一些明星及

其所穿服装,介绍时装发展的趋势,配有大量图片。
《衣食住行周刊》为上海《申报》副刊,创刊于1938年10
月,1941年9月改为《家庭》,1942年11月停刊。这些

报刊对当时人们的衣着打扮起着宣传普及作用,对民

国时期的服饰流行也具有引导推广作用,增强了我国

近代大众的时尚意识。如此多的服饰报刊集中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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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为近代上海成为摩登之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3.5 《纺织之友》《染化月刊》等学校报刊记录了我国

近代纺织教育的成长轨迹

由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于1912年创办的中国近代

最早的纺织技术高等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后
改为南通学院纺织科),在抗战期间曾由南通迁往上

海。该校在中国近代纺织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毕业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纺织行业。苏州工业专

科学校的刊物也曾在上海出版,该校曾于1942年并入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苏州。还有上海

纺织工业专科学校、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上海文绮

染织专科学校都有出版刊物。1949年以后,以上5所

学校中的纺织系科全部并入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

大学),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高等学校。南通学院在上

海出版有《纺织之友》《染化月刊》《纺工》《纺修》等7种

刊物,可见学校实力之强劲。
《纺织之友》创刊于1931年4月,出版者为南通学

院纺织科学友会上海分会,出版地上海,先为年刊,后
为月刊,1940年6月停刊。该刊以研究纺织学术、发展

纺织事业为目的,载文类型包括学术论著、统计、调查、
译述、感想及杂录等。刊载内容有回顾我国近代纺织

工业发展史,介绍纺织、印染工艺及机械设备改进技

术,推介国外管理工作经验,报道纺织团体的规章制度

和活动情况等。《染化月刊》创刊于1939年3月,出版

者为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工程系同学会染化研究会,
出版地上海,1941年停刊,1946年复刊后改由中国染

化工程学会出版。刊物主要登载染整学术内容,即关

于纺织品漂染、印花、整理及化学方面的内容。以此两

刊为代表的学校出版的纺织报刊,其作者、编者多是学

校的教师和学生,具有鲜明的学校印记。他们在介绍

纺织技术、探讨学术问题的同时,背靠母校,会经常报

道学校情况、校友动态。作为学校创办的刊物,其内容

更加关注于纺织教育。学校师生在这些杂志上发表学

术观点,展示教学和研究成果,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添砖

加瓦。这些报刊记录了我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成长轨

迹。

3.6 《棉业月刊》《棉检通讯》等官方报刊推动了我国

近代棉业的改进

在近代上海,有4家官方机构出版有4种纺织报

刊。计有中国棉业经济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

统制委员会、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棉花检验监理处、

农林部棉产改进咨询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

制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其职责是对全国棉业纺织业

行指导监督及施行统制奖惩之权,对棉业纺织业的发

展进行研究,出版有《棉业月刊》。棉花检验监理处成

立于1937年7月,该处接收中央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所

和棉业统制委员会棉花分级室,主管各省市棉花水杂

检验及棉花分级事宜,出版有《棉检通讯》。此两部门

包括另有刊物的中国棉业经济委员会、农林部棉产改

进咨询委员会都是全国性的部门,对全国都有影响。
这些机构出版的报刊内容集中于纺织原料之一的棉

花,聚焦于棉产改进、棉业统计、棉花检验等领域。
《棉业月刊》于1937年1月在上海创刊,1937年7

月停刊,共发行7期。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

会编辑、发行,月刊。主要栏目有统计、棉业要闻、棉产

运销等。该刊登载关于改进棉产工作、棉作物害虫防

治等方面的论著,研究调查国内外纺织品的运销工作、
价格及其发展,刊登棉类进出口统计图表,报道国内外

棉业新闻。《棉检通讯》于1937年7月创刊于上海,实
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棉花检验监理处编辑并发行,月
刊。栏目有言论、工作和报告、视察报告、案件处置、统
计资料、杂讯、专载、译述、转载。该刊刊行的目的,即
在使外界明了棉花检验监理处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铲

除积弊之情形,以及各项设施之用意;使命在于宣扬棉

花检验的知识,沟通检验界消息,从而发扬光大。以此

两刊为代表的官方报刊集中聚焦于棉花领域,推动了

我国近代棉业的改进。

4 结束语

探究上海近代纺织报刊,分析它们的行业分布和

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一,这些纺织报刊全方位地

记录了近代上海纺织工业的成长、纺织科技的进步、纺
织贸易的兴衰、纺织教育的发展等,为研究近代上海乃

至中国的纺织工业史、科技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

和出版史提供了翔实资料。其二,可为上海建设国际

时尚中心提供彰显历史底蕴的翔实材料。因此,这些

史料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并作深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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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ndInfluenceofTextilePublicationsinModernShanghai
WUChuanling,SHIMi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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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tatisticaldataoftextilepublicationsinmodernShanghaiwereobtained,includingamount,typeofpublicationsand

distributionofpublishingorganization.Thenames,publishersandstartingtimeofimportanttextilepublicationsinvariousindustries

werelisted.Therewere123kindsofpublications.Thevolumeofpublicationspublishedbyenterpriseswasaboutathirdofthetotal,

andtheamountofpublicationspublishedbyindustrygroupswasaboutaquarterofthetotal.Thepublicationofnewspaperandmaga-

zineofficemadeafeatureofmorenewspapersandcostumes.TheresultsmatchedthestatusofShanghaiinmoderntextileindustry.

Theliteratureresearchhadprovidedabundantmaterialsforthehistoricalstudyontextileindustry,science,technology,economy,

culture,educationandpublishinginmodernShanghaiandeve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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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StatusandDevelopmentTrend
ofIntelligentDesignofOutdoorCycling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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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ofFashion,DalianPolytechnicUniversity,Dalian116034,China;

2.ClothingHumanFactorsandIntelligentDesignResearchCenter,

DalianPolytechnicUniversity,Dalian116034,China)

  Abstract:Theriseofoutdoorcyclinghasledtothedevelopmentofcyclingclothing.Thefunctionoftraditionalcyclingclothesis

toosingle,smartwearabletechnologyenablesoutdoorcyclingclothingtohavefunctionssuchasearlywarning,motionmonitoring,

situationalawarenessandintelligentprotection.Thekeypointsoffabrics,stylesandcolorsofcyclingclothingwereanalyzedbasedon

literatureresearchandproductanalysis.Theresearchstatusofintelligentdesignofoutdoorcyclingclotheswaselaborated.Thedevel-

opmenttrendofintelligentdesignofoutdoorcyclingclothinginthecombinationofnewclothingfabrics,electroniccomponentsand

clothinginthefuturewasputforward.

Keywords:outdoorcyclingsuit;smartwearabletechnology;intelligentdesign;new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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