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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蜀绣历史沿革的梳理及市场营销现状的调研,全面分析蜀绣生产经营模式、产品商业价值、市场认可

程度、市场营销的现状和存在的困境,在对比苏绣、湘绣成功发展的基础上,运用调研访谈的方法,结合四川本土特色,对

蜀绣营销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其中包括打造集成式蜀绣特色产业基地、完善蜀绣产业链、创新蜀绣产品并改善产品断层

现象、强化蜀绣文化研究与数字化保护、多层次培养蜀绣行业人才、树立品牌意识强化宣传推广等方面,以期对蜀绣的振

兴和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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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绣又名“川绣”,是在丝绸或其他织物上采用桑

蚕丝绣出花纹图案的中国传统工艺,主要产地在成都、
重庆等地区,早在东晋时期就与蜀锦并称为“蜀中瑰

宝”。西汉文学家扬雄在《蜀都赋》以“丽靡螭烛,若挥

锦布绣,望芒兮无幅”来描述蜀地刺绣的繁盛景象,发
展至今已形成12大类130余种针法,其作品针法严谨

细腻、针脚平齐光亮、色彩淡雅清秀、线条优美流畅,与
粤绣、苏绣、湘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1],在2006年蜀

绣技艺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320
Ⅶ-21)。然而近年来,蜀绣的生产经营模式、产品商业

价值、市场认可程度、市场营销情况均落后于其他绣

种。本文以蜀绣营销现状发展调研为基础,分析蜀绣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尝试为蜀绣发展探索

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产业转型路径,以期切实保护

传承蜀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传统蜀绣产业焕

发出新的生机。

1 蜀绣的历史沿革与营销现状

蜀绣技艺是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遗传基因,其
文化符号特征浓郁,除去实用价值,蜀绣的艺术价值和

审美价值更为动人[2]。古往今来,蜀绣以其悠久的传

承历史和精湛的技艺文化而扬名中外,近年来国家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更为蜀绣发展提供了机

遇,但是相比同为四大名绣的苏绣、湘绣,蜀绣的营销

形式并不乐观。

1.1 蜀绣的历史沿革

四川平原自古桑蚕养殖与织造发达,在关于古蜀

国的文献中,如章樵注《蜀王本纪》描述的“蜀王之先名

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曰鱼凫。”《古蜀史说》中记载的

“蜀王始曰蚕丛”[3],这里的蚕丛均指的是蜀国首位称

王的人———蚕丛氏,他是一位养蚕专家,主要功绩就是

“教民养蚕”并大力发展桑蚕丝的织造。商代中晚期蜀

绣技艺趋于成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立人青铜像,礼
衣上的装饰纹样采用了刺绣工艺[4]。西汉文学家扬雄

的《绣补》诗句中开始出现蜀绣这一商品名称,《后汉

书》亦有“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描述,说明此时蜀锦

蜀绣已经成为了珍贵的丝织品。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撰

写的《华阳国志》详细描述的蜀地宝物中,就包含了蜀

锦蜀绣。唐朝时期国力昌盛,宫廷和商贾对刺绣产品

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蜀绣产业的发展,宋代蜀绣已经

达到了技艺顶峰,《全蜀艺文志》描述为“织文锦绣,穷
工极巧”“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绣等物,号为

冠天下”。明清时期是蜀绣发展的兴盛时期,绣品已形

成商品化生产,道光年间成都刺绣作坊中“华兴”“浴
光”“德春”最为著名,成都专营刺绣的工坊已达80余

家,清光绪年间由官府设置的“织染局”“劝工局”开始

成体系地生产蜀绣产品,据《成都通览》记载:“劝工局

所出绣品为天下无双之品,以东洋之绣较之,出于东洋

十倍矣。”[5]宣统三年成都有刺绣作坊兼商号75家,产
品行销西南、西北各省大部分地区。抗战时期,许多画

家和技师迁至成都定居,蜀绣开始融合国画的格调、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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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和苏绣的长处,成为中国著名的商品绣种之一。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1年设立了成都蜀绣厂,在
政府的引导下开始进行技艺的创新和传承人的培养,

1962年四川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对蜀绣的学术研究

开始推进,但是文革期间,蜀绣被扣上“封、资、修”的罪

名,所有资料图稿被焚烧殆尽,成都蜀绣厂关闭停产,
蜀绣匠人改行。1972年,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成都

蜀绣厂恢复生产,并在成都浣花溪建立了专门的蜀绣

大楼,面积达3300m2[6]。1981年后蜀绣营销情况日

益增长,除去蜀绣厂的固定绣工之外,农村郊县地区加

工刺绣的人员快速增至七八千人;2006年蜀绣列入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历史长达2000余年的

蜀绣,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精湛的刺绣技艺、深厚的

审美内涵而传播海内外,极具历史、文化、艺术研究价

值。

1.2 蜀绣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蜀绣技艺受到各级政府、全国研究学者、从
业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政府相继推出

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与扶持政策,蜀绣技艺得到了积极

的推动和发展。

2009年,成都市在郫县安靖规划了3000亩土地

打造“成都蜀绣产业园”,同年5月安靖镇成立“成都蜀

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1年郫县安靖镇建成蜀绣

主题公园,2012年12月四川省质检局批准实施《蜀绣》
地方标准DB510100/T087—2012,同年成都蜀绣被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社会的

广泛关注使得蜀绣行业复苏,研发出双面绣、双面异色

绣、双面异色异形绣等特殊技艺,并涌现郝淑萍、孟德

芝、白桦等一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与此同

时,蜀绣产品频频以国礼之姿出现在我国的外事活动

中,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南非坦桑

尼亚参加妇女与发展基金会时,将大熊猫主题的蜀绣

座屏“梅花双熊”赠与主办方,蜀绣还作为国家工艺品

代表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

1.3 蜀绣的营销现状

然而,随着20世纪末电脑绣花等现代生产工艺的出

现,强烈冲击了传统蜀绣的市场空间,2005年成都蜀绣厂

改制解体,四川蜀绣匠人或另起炉灶自行建立小规模工

坊,或改行另谋职业,多数蜀绣从业者没有能力进行大规

模的广告营销,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品牌[7],2009—

2016年间蜀绣营销年产值增长缓慢,见表1。

表1 2009—2016年蜀绣营销年产值 单位:万元

年度 年产值

2009 3000
2011 15000
2013 25000
2015 26000
2016 27000

  苏绣产业在2003—2006年中,最高年销量产值已

超4亿元,在2003年,苏绣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达9000
余人,带动就业近2万人,生产企业超100余家,产品

畅销国外数十个国家[8]。据统计,在中国刺绣商品国

内总消费及外贸总出口中,苏绣占比83%以上,湘绣占

比12%,蜀绣、粤绣、卞绣分割剩余份额[9]。2018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郫都区战旗村时明确指示要大

力推动蜀绣的创新研发,在党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动

下,通过一系列的抢救、保护措施,蜀绣产业逐渐复苏

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当前从事传统蜀绣行业的

传承人日益减少,蜀绣产品曲高和寡,整个蜀绣行业走

向黯淡。

2 制约蜀绣营销发展的主要问题

与同为中国“四大名绣”的其他绣种相比,蜀绣产

能规模、产品类型、市场营销现状、市场占有率和知名

度都有较大的差距,制约蜀绣营销发展主要有以下几

个问题。

2.1 企业规模小且分散

目前蜀绣创作、生产、营销的企业呈现分布散、规
模小、经营乱的现象。成都蜀绣绣坊主要集中在郫县

安靖镇,成都文殊院也成立了几家蜀绣大师工作坊,此
外还有部分蜀绣技师的绣坊散落成都各处,以家庭式

绣坊为主。蜀绣主要销售类型为定制生产,消费群体

的构成及比例见表2。
表2 蜀绣产品消费群体构成

消费群体 消费占比/%

政府部门 46.7
企事业单位 43.0

旅游者 7.2
城乡居民 2.3

其他 0.8

  在2008—2011年间,成都蜀绣生产企业约40家,
销售网点约100余个,蜀绣产业链年产值约1.5亿

元[10]。蜀绣企业规模与年产值分布见表3,蜀绣企业

规模和产业聚集程度相较苏绣、湘绣差异明显。

·7·     2022年第9期            进展与述评




表3 2008—2011年蜀绣企业数量与年产值分布

企业年产值/万元 企业数量/家

低于100 约24
100~200 8
200~300 6
300及以上 3

 注:数据来源于《成都市蜀绣产业振兴规划纲要(2011—2015)》。

2.2 产业链尚不健全

制作蜀绣的主要原材料严重依赖苏绣产业链,如
画样打印、丝线染色、真丝底布、作品装裱等,而苏绣却

早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苏州政府1998年建成苏

州绣品街镇湖,2009年又投资4000余万元进行规划

设计,现镇湖一条街上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庄”超过400
家,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刺绣产业链。湘

绣在湖南长沙打造了刺绣产业基地,固定绣工约3500
人,农村兼职绣工近万人,在湖南望城、浏阳等城市建

立了50余个收发站点,并积极拓展境外市场,在美国

和澳大利亚建立了办事处,以此推动湘绣国际品牌化。
相比苏绣、湘绣,蜀绣对原材料、装裱需求量少,且制作

工艺繁杂,四川本地的企业不愿意接单,本地蜀绣工坊

又无力斥资建造相应的辅料厂及收发站,使得四川蜀

绣匠人只有到江苏、湖南等地采购、装裱、收发,因此受

到品种、工期的制约,严重影响蜀绣产业产能和产品创

新。

2.3 蜀绣产品创新不足

当前蜀绣营销产品主要以艺术品、装饰品为主,包
括座屏、挂屏、堂屏、条屏,日用品如服装、服饰、家居用

品等很少。蜀绣产品品质良莠不齐,要么就是动则几

十上百万的收藏品,要么就是进货贴牌卖货的低端产

品,产品结构断层,两极分化严重。据四川省蜀绣工艺

美术大师白桦介绍其创作的作品多数为艺术收藏品,
占工坊 出 品 量90%,小 型 礼 品 摆 件 占 工 坊 出 品 量

10%,服装类的蜀绣产品出品量太少可以忽略不计。
常见的蜀绣创作题材是传统的人物、佛像、熊猫、芙蓉、
锦鲤等元素,创新型题材非常少;在刺绣原材料、产品

装裱上,由于严重依赖苏绣的产业链,故而以传统形式

为主流,市场产品同质化严重,使得蜀绣产品无法适应

多层次的新市场经济形势,也无法满足多元化的市场

需求。

2.4 蜀绣研究保护滞后

蜀绣没有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和保

护上明显滞后于其他绣种。苏绣在1954年就专门建

立了苏州刺绣研究所,并延伸到苏州、南通、无锡、扬
州、常州、东台等地,半个多世纪以来,苏州刺绣研究所

为国家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刺绣艺术大师和专家,创造

和革新了200余种刺绣技法,基于这些基础研究出版

了多部专著和教材。而蜀绣缺乏专门的科研机构,高
校也没有设立蜀绣相关的专业或研究所,对蜀绣历史

文献整理、针法技艺的归纳和蜀绣学术推广没有体系

不成规模,高素质的研发和设计人才断档,使得蜀绣产

品的学术研究滞后,产品类型和创作题材单一。

2.5 传承队伍建设艰难

在培养蜀绣传承人方面,政府积极开展了一系列

社会公益培训活动,但是这类培训时间短、层次低,以
针法培训为主,融设计、刺绣、营销一体的培训少,而成

为一名合格的蜀绣技师少则研习3年,多则10年,还
需要绣工有一定的美术功底,入行后绣工收入较低、地
位不高,即使政府号召和举办了诸多培训项目,而真正

留在蜀绣行业从事蜀绣制作的人寥寥无几。此外蜀绣

发展至今没有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教材,全靠师傅

口传心授,导致蜀绣难以培养出高层次的创新设计人

才,目前蜀绣行业仅有国家级工艺大师4人,省市级工

艺大师40余人,高中初级绣工500余人,长期从事蜀

绣行业的绣工一共1500余人,与拥有百万绣工的苏

绣相比差距明显,老一辈蜀绣大师年事渐高,新鲜血液

注入不足,蜀绣绣工还在不断流失,人才培养问题日益

严峻。

2.6 品牌宣传意识薄弱

蜀绣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规模,
也有了知名度,但是对外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不够,也缺

乏品牌意识。成都有16家企业早已获批使用蜀绣这

一国家地理标志,但是真正运用在产品上的却很少。
现今的蜀绣企业、工坊、名匠,对品牌的打造、专利的保

护都不积极,行业内缺乏抱团发展的理念,也没有创新

发展的远见,从业者思维保守,没有开放的观念和市场

化的思维,个别蜀绣大师的作品被博物馆收藏,个人名

气响亮,但是大师们人单力薄,蜀绣还是没能在市场上

形成整体影响力,相比苏绣和湘绣,蜀绣在市场竞争中

没能成功建立出品牌,蜀绣经济提质增效一直未能实

现。

3 蜀绣营销与发展对策

随着国家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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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四大名绣相继崛起并在国内外绽放华彩,当前苏绣

已经成为年产值超30亿元的重要产业,产品畅销数十

个国家,从业人员超10万余人,产品遍布国内旅游纪

念品市场[11],湘绣也完成了从原生态形式走向产业化

发展的转型,年产值8亿余元,大小企业100余家,销
售网点300余家,产品种类近千种,出口总额达5亿余

元[12]。蜀绣如何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基础上,融合巴蜀

经济、文化元素,与其他绣种差异化发展,是当前蜀绣

面临的重要课题。
振兴蜀绣的意义不仅能够切实保护和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还能丰富艺术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城市形

象,同时蜀绣对于新时代下的乡村振兴、城乡统筹发展

也有重要意义,作为手工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

拉动闲散劳动力就业,是解决城镇居民居家灵活就业,
尤其是城乡妇女和特殊困难群体就业的有效途径。建

议有关政府高度重视,为蜀绣的发展建设提供必要的

基础条件和良好的环境,借鉴同为四大名绣的苏绣、湘
绣产业发展的经验,尝试提出针对蜀绣营销与发展的

对策。

3.1 打造特色产业基地

基于当前蜀绣企业小而散的现状,需要建立一个

集设计、研发、技术、管理、营销为一体的蜀绣特色产业

基地。目前蜀绣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多数企业的员

工主要为技工和绣娘,人数30人以下,多数企业完全

没有产品创新设计、材料开发、营销管理等能力。目前

成都建成的蜀绣主题公园,多以旅游和休闲文化层面

为主,加上地理位置距离市区较远,部分蜀绣技艺大师

们为管理绣坊及方便绣工通勤,还是选择在市区经营

绣坊,且旅游景区环境嘈杂,影响蜀绣工坊静心创作生

产。建议通过招商引资、租金税收减免、筑巢引凤等政

策,打造一个面向蜀绣技艺国家级省市级大师以及蜀

绣相关其他产业的特色生产基地,吸引蜀绣企业、蜀绣

大师、蜀绣工作室等集中入驻,规划科学而分工明确的

创作园区,侧重蜀绣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引导蜀绣产业

共同造势聚集发展,以实现蜀绣特色明确与产业聚集

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

3.2 完善蜀绣产业链

蜀绣相关产业链较长,涵盖了文化、设计、技艺、装
裱、封存、营销、运输等各个领域,应切实强化组织领

导,建立并完善蜀绣文化产业链。建议由政府协调省

市级文化、科技、商务、财政、经信委、税务、妇联等部门

共同参与,成立专题领导小组,从多方面入手为蜀绣产

业完成产业链的配套,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指导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升级。

3.2.1 完善配套原料供给

针对原材料供给问题,建议政府出资定期派遣蜀

绣从业人员前往苏绣、湘绣相关厂商学习,并在蜀绣产

业基地建立集图样打印、丝线染色、产品装裱设计与密

封、产品物流等为一体的服务中心,解决影响蜀绣特色

化发展的瓶颈问题,并随之带动装裱、运输等相关行业

的协同发展。

3.2.2 统筹蜀绣生产方式

当下蜀绣生产模式多是传统家庭或师徒作坊式,
这种传统生产模式导致蜀绣产品产量少、质量不稳定、
生产效能低下,因此鼓励绣娘与绣庄灵活组合,以合作

社、公司的形式,或与大师工作室合作[13],组织规模化

生产,扩大产品生产量,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同

时还需要建立完善蜀绣产品标识标准体系,分类制定

“大师蜀绣艺术品”“大众化蜀绣产品”“蜀绣文化产品”

3个等级的标准,并投放在行业中统一使用,制定产品

质量检测标准以便产品的归类和检验,同时强化蜀绣

企业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意识。

3.2.3 开拓蜀绣销售渠道

现有的蜀绣企业或大师多专精刺绣技艺,专注产

品的创作,但是对开拓销售渠道却不擅长,建议政府牵

头有序开展蜀绣的产品营销活动,多支持、组织中小微

蜀绣企业参与各类营销活动。鼓励蜀绣大师工作室、
绣坊、绣娘以企业或者个人形式在旅游景点、市区商圈

开设绣坊、连锁店、体验店,此外还可以灵活的方式在

主要目标市场建立文化展馆、展厅、专营店铺,同时依

托官方权威网站、微信公众号、第三方机构,搭建线上

营销平台,辅导蜀绣企业运用互联网方式开展电子商

务,积极探索境外销售渠道,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在行

业建立激励机制,支持并培养部分蜀绣企业争创质量

信誉企业,并进而使用品牌效应以获得资本运营能力。

3.3 创新产品题材形式

任何一种传统手艺的开发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或

使用者的需要[14],在保护和传承蜀绣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同时,必须推动蜀绣技术创新,如新工艺、新材料、新
流程、新设备等。建立蜀绣产品设计开发工作室,联合

政府、企业、高校进行主题设定、图稿设计、打样、调试、
进入市场。在创作的题材上,立足四川本地的旅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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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将芙蓉、鲤鱼、熊猫等传统题材,扩展至“巴蜀文化”
中的七大板块,如古蜀文化板块可运用的元素有三国

故事文化、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都江堰水利文化,诗
歌文化板块可运用的元素有三苏祠、杜甫草堂,道教文

化板块可运用的元素有青羊宫、青城山,古镇文化板块

可运用的元素有街子古镇、洛带古镇,以及川剧服饰脸

谱文化板块、川菜饮食文化板块、现代成都城市文化板

块等[15]。产品结构上可在保证高端订制品收藏艺术

品的同时,将蜀绣技艺与现代生活用品进行结合,如拓

展到家居家纺的屏风隔断、床品、台布、餐巾、桌旗,拓
展到日用品的服饰、鞋子、包袋等;同时探索蜀绣旅游

纪念品的结合,如小型的挂画、便携的吊坠、手绢、小荷

包等;还可以尝试与文创产品进行结合,如手抄本封

面、灯具、手机壳、手机挂带等。在产品类型上,可以积

极拓展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游戏等。2019年蜀

绣与《王者荣耀》合作,在游戏内推出蜀绣元素角色皮

肤,并开发制作游戏周边蜀绣延伸产品,这就是一个成

功实例。通过以上尝试,拓宽蜀绣在当代生活中的应

用,配备高中低各层次的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

者的需求,使蜀绣日常化、生活化,使民众认识蜀绣、了
解蜀绣、消费蜀绣、传承蜀绣。

3.4 强化文化研究保护

在成都市科技局的推动下,2009年5月“成都市蜀

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业界对蜀绣开

始进行系统的保护和学术研究。后续应不断使用现代

科技和数字化技术,汇总蜀绣历史文化、传统针法、技
艺流程、大师作品解析,以文字和视频形式进行保存,
整理出图文兼备的资料进行出版,成为蜀绣技艺的系

列培训教材或学术论文、专著的基础研究资料。对蜀

绣最珍贵的核心技艺,如“异色异形绣”,则还需要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保护和传承,如图形可视化形式,
将此技艺进行分解并整理为步骤严谨的流程,并出版

专著进行解析,以便后期人们对此技艺的理解和研习。
以蜀绣文化为核心,运用现代技术对蜀绣进行学术研

究和数字化保护,将传统蜀绣技艺转变为数字化的程

序和规范,重点研究蜀绣文创、艺术教育、艺术创作和

创意产业化服务,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3.5 分层培养行业人才

蜀绣人才培养是蜀绣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没有

传承人则任何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无法延续。一方

面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或项目,继续支持和组织农

村闲散人口、蜀绣爱好者、绣娘参与学习培训,重点培

育中高级绣工,另一方面可以在职业技术学校设立蜀

绣专业或课程。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如成都市靖绣缘

蜀绣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教育投资集团开展“蜀绣研

学推广”项目合作;四川梦工坊蜀绣有限公司创始人、
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白桦老师,自2017年开始与成都

多所中学达成校企合作协议,这些合作的落实,推动非

遗传承人相继走进学校,让更多人了解蜀绣文化,以期

培养更多的蜀绣传承人。

3.6 强化品牌推广力度

当前蜀绣传播媒介单一,导致推广的力度和广度

都有限,难以被大众认同[16]。建议由成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牵头设立官方蜀绣门户服务平台,以“中
国蜀绣”“蜀绣之乡”“锦城蜀绣”“南丝绸之路起点的蜀

绣”等IP进行整体形象宣传。推广蜀绣历史文化知

识,定期更新宣传片、纪录片。在大型公共场所如机

场、火车汽车客运站、旅游景点、大型商超等设立宣传

栏和展示区,进一步扩大蜀绣的知名度。持续举办蜀

绣文化艺术节,开展蜀绣产品创意创新竞赛,积极组织

和支持蜀绣企业参与国内外的非遗、工艺美术展览活

动,鼓励优秀作品在国内外参展、参评,收藏蜀绣精品

作品进入省级以上博物馆,支持蜀绣进入艺术品拍卖

活动,以此提高蜀绣在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价值。

4 结束语

蜀绣以其悠远的传承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征,成
为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瑰宝,也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蜀绣技艺不断升华变

迁,现已成为古蜀文化中珍贵的组成部分,更是向世界

展示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重要载体。在国家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力支持下,当前蜀绣的营销情况呈

现出发展的趋势。通过对蜀绣产业的顶层设计、集成

式生产基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类型创新、学术

研究保护、人才培养落实、境内外的宣传和推广强化,
实现蜀绣技艺与现代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蜀绣产业

发展,使蜀绣成为一种蕴含商机的高文化附加值产业,
也可为中国丝绸或其他刺绣技艺振兴和发展提供有效

的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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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oiderywereanalyzedcomprehensively.OnthebasisofcomparingthesuccessfuldevelopmentofSuzhouembroideryandHunan

embroidery,combinedwiththelocalcharacteristicsofSichuan,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forthedevelopmentofShuembroi-

derymarketingwereputforward,includingbuildinganintegratedShuembroiderycharacteristicindustrialbase,perfectingtheShu

embroideryindustrialchain,innovatingShuembroideryproducts,improvingproductfaults,strengtheningtheresearchand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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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Shuembroider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marketingstatus;countermeasureanalysis


(上接第8页)
[27]ABRAMOVO V,GEDANKENA,KOLTYPINY,et

al.Pilotscalesonochemicalcoatingofnanoparticlesonto

textilestoproducebiocidalfabrics[J].SurfaceandCoat-

ingsTechnology,2009,204(5):718-722.
[28]SARIERN,ONDERE.Themanufactureofmicroencap-

sulatedphasechangematerialssuitableforthedesignof

thermallyenhancedfabrics[J].Thermochimica Acta,

2007,452(2):149-160.
[29]KHATTABTA,REHAN M,HAMOUDAT.Smart

textileframework:Photochromicandfluorescentcellulos-

icfabricprintedbystrontiumaluminatepigment[J].Car-

bohydratePolymers,2018,195:143-152.

ReviewofSmartClothingandSmartClothingMaterials
MENGQijie

(FashionandDesignCollege,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10051,China)

  Abstract:Theresearchprogressofsmartclothingindifferentapplicationfieldsofhealthcare,militaryequipment,sportsanden-

tertainmentwerestudied.Itwasfoundthatthemainfunctionsofsmartclothingwerepositioning,monitoringandinteraction.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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