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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蜀绣产业存在企业规模小、科技创新不足、人才断层严重、市场结合度不高等问题。根据产业特征,开展了基

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产学研合作路径探索,基本形成了蜀绣产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市场开拓、信息化服务等有效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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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绣享有“蜀中之宝”之美誉,其美仑美奂的图案

和精湛独特的技艺传播海内外,是中国丝绸中的艺术

瑰宝和文化精品,是巴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张重要

文化名片,蜀绣技艺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因此,融合现代科技传承和创新蜀绣技

艺,探索新形式下蜀绣产业的发展路径,是时代赋予当

代丝绸及蜀绣人的重要使命。

1 蜀绣产业概述

长期以来,蜀绣企业大多以手工家庭作坊、绣娘组

成绣庄或绣坊形式为主,企业规模呈现散、乱、小的特

征;产品多以艺术品、工艺品为主,服装、服饰、家居用

品等实用品很少,纹样图案以熊猫、芙蓉锦鲤、荷花等

传统题材为主,题材的挖掘和自主创新设计的作品很

少,产品结构单一、适应市场能力较差;蜀绣从业人员

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较少,人才结构断层严重;由于

蜀绣为纯手工绣制,成本高,价格昂贵,产品在市场上

“叫好不叫座”,普通老百姓只停留在欣赏层面较少有

购买意向;加之企业产品的图案设计、风格特征、装潢

包装与市场缺乏有效沟通,使消费群体仅存于政府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旅游和城乡居民消费不及10%[1]。
这些因素导致蜀绣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进程缓慢,因此,
探索一条蜀绣产业科学有效的发展路径,是解决蜀绣

当前生产模式、产品结构、人才培养、信息化服务等突

出问题的当务之急。

2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创建

蜀绣行业涵盖文化创意、工业加工、商贸流通及服

务行业等领域,涉及的产业链较长,相互之间关联度

高,领域之间需要切实加强交流沟通和组织领导。为

打造“蜀绣之乡”,成都市及郫县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

相关举措在组织上给予充分保障,2009年在郫县成立

了蜀绣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蜀绣产业发展

规划(2009-2015)。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产

业发展思路,由郫县政府牵头,蜀绣重点企业、蜀绣大

师工作室及省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参与的成

都蜀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2009年5月在郫县安靖

镇挂牌成立。该中心成立以来先后组织多项学术研讨

会、人才培训会,着力解决制约蜀绣产业发展的关键技

术。为加强蜀绣产业产学研联合攻关,2010年12月,
成都蜀绣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郫县挂牌成立,联盟由

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成
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四川天府蜀绣有限公司、成
都蓉锦蜀绣有限公司等省内重点龙头企业、大师工作

室等单位组成。2013年8月经四川省科技厅备案,成
都蜀绣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升级为四川省蜀绣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该联盟整合了省内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大师工作室等的科技成果资源和专业人才资源,与
蜀绣企业在科技创新、产品研发、人才培养、市场开拓

等方面进行了产学研深度合作,为蜀绣产业的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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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联盟的产学研合作探索

近年来,在联盟的组织下,校企、院企、校院已开展

了多元化的产学研合作探索与实践,对促进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夯实专业技术人才基础、提供专业

化信息服务、增强蜀绣产业核心竞争力等起到了积极

作用。

3.1 人才队伍培养

3.1.1 校企专业培养

为加强蜀绣基础人才培养,联盟内的四川大学轻

纺与食品学院、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设置专业课程,
开设纺织材料学、织物与组织、图案设计等基础课程,
提供蜀绣产业基础性人才。除此之外,蜀绣企业与高

校共同参与、共办专业,使专业设置与产业对口、人才

培训目标规格与职业岗位对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

划,建立蜀绣专业人才的基础培养体系[2]。在校企蜀

绣专业培育时,一方面,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成
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邀请郝淑萍、孟德芝等国家级蜀

绣大师到高校为学生讲解传统蜀绣技艺专业知识;另
一方面,蜀绣产业集中地不定期邀请高校老师到现场

授课。近年来,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艺术学院与郫

县安靖镇已联合开办3期培训班,按蜀绣市场需求开

设中国画、图案设计、色彩构成设计和蜀绣艺术综合设

计等课程,这种蜀绣创新设计培训班每期培训百余人,
培育了学员的传统蜀绣纹样与现代时尚创新设计理

念,提高了学员的蜀绣图案设计和创新设计技术水平。

3.1.2 绣娘居家就业培养

蜀绣具有投入少、就业方式灵活、文化传承和绿色

环保等特点,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成都市先后在周边

县建立了3个蜀绣居家灵活就业基地、15个培训生产

绣坊,覆盖13个乡镇和街道办,探索建立了适合蜀绣

发展的“绣娘+绣庄+合作社”、“绣娘+绣庄+公司”、
“绣娘+大师工作室”等经营模式,吸收周边城乡留守

“40”“50”中老年妇女居家灵活就业。针对零散的中老

年绣娘的培养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利用绣娘与绣庄(公
司)就近居家灵活就业无缝衔接,“原料不用管,销路无

需愁”,“只要有技术,天天有收入”,吸引绣娘参与刺绣

技术的学习;二是利用非遗大师工作室、省级大师在绣

庄连帮带教,分15天初级培训、23天中级培训、25天

高级培训等形式,形成初、中、高三级的绣娘技能培训

体系;三是对学习能力强、整体素质高的绣娘进行为期

6个月的骨干提升培训,负责绣坊/绣庄分小组的质量

管理和技术提升[3]。2010年,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牵头制定了《四川省蜀绣刺绣工技能鉴定标准》,并通

过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定颁发,绣娘培训合

格就能取得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书,使蜀绣技能人才

培养更加规范。

3.1.3 院企合作培训

联盟内的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丝绸、
纺织、蜀锦、蜀绣、印染、新型纤维等专业的共性技术研

究、产品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化示范等业务,拥有科技

成果、技术人才、检验设备、信息服务等资源优势。长

期与省内丝绸、蜀锦、蜀绣企业保持着紧密联系,经常

派出高级美术师、材料研究专家和产品设计人员等,到
蜀绣企业、绣坊/绣庄对蜀绣图案设计、产品设计、丝绸

面料应用、丝线染整配色等进行技术指导和产品研发

方面的培训。除此之外,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还利

用担任四川省丝绸协会会长及秘书长挂靠单位的优

势,组织蜀绣重点企业参加行业组织的产销形势分析、
行业政策解读、国家标准宣贯、丝绸出口贸易、行业监

测系统统计、企业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蜀绣企

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水平。

3.2 科技创新合作

3.2.1 蜀绣地方标准制定

蜀绣工艺品因绣制工期长、技艺复杂,故价值高卖

价贵。尤其是精品蜀绣,其艺术价值和价格远高于普

通刺绣,市场上时有掺假造假现象,对蜀绣大师的创作

热情、企业的生产热情以及消费者的购买热情造成较

大地伤害。由联盟成员四川大学赵敏副教授牵头,相
关专家、蜀绣大师、检验人员参与制定的四川省(区域

性)地方标准《蜀绣》,于2012年12月由成都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发布实施,同年“成都蜀绣”被国家质检总局

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蜀绣》标准对蜀绣产品进

行了“在成都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以桑蚕丝为主要原

料,用晕针、铺针、齐针、车拧针、乱针和锦纹针等蜀绣

针法手工刺绣而成的传统工艺品”[4]明确定义;还对其

外观、图案、配色、装裱及针法进行了界定。因此,蜀绣

标准的出台和“成都蜀绣”获批地理标志产品,对蜀绣

产品标准化生产、规范化营销及品牌形象的提升均起

到了积极作用。

3.2.2 蜀绣技艺总结凝炼

为了更好地宣传蜀绣、促进蜀绣技艺传承和发展,
联盟内高等院校和企业结合,汇聚专家和大师的力量,
对蜀绣传统技艺和图案的传承和创新进行了总结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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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2011年,四川大学副教授赵敏主笔,在蜀绣国家

级蜀绣大师郝淑萍、省级美术大师彭世平、非遗蜀绣技

艺传承人吴玉英,以及成都梦苑蜀绣工艺品有限公司

等的大力支持下,从蜀绣史料、藏品及当代大师作品入

手,勾勒蜀绣发展演绎的脉络、复原蜀绣针法技艺、展
示古今蜀绣纹样和色彩特征,撰写出版了图文并茂、彩
色印制的《中国蜀绣》书籍。2010年,成都纺织高等专

科学校朱利蓉教授结合学校教学经验和生产实践、从
古代纹样继承和现代CAD纹织设计出发,从蜀绣针

法、绣法等技艺,大师作品鉴赏,以及当代蜀绣在服饰

家纺中的创新运用等方面,总结和凝练出《当代蜀锦蜀

绣技艺》一书,该书内容丰富翔实,成为学习蜀绣技艺

的高职高专学生或蜀锦蜀绣设计制作人员的专门培训

教材和参考书。

3.2.3 科技创新项目合作

蜀绣行业多是小微企业,或是家庭作坊(绣庄),科
研能力弱,在争取国家资金支持方面往往受到项目申

报限制。现在,蜀绣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产业创新联盟

内科研院所、高校的研发力量和科技成果资源,产学研

结合申报和组织项目研发。一方面是高等院校和科研

单位帮助蜀绣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级相关的新产品研

发、科技惠民、科技成果转化等涉及蜀绣产品研发和创

新方面的科研项目;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与

蜀绣企业共同承担政府下达的科技项目,提升蜀绣企

业研发能力。如2013年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与成

都显俊蜀绣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了成都市重点新产品

“现代时尚婚庆蜀绣系列产品”研发,新产品将传统精

湛的蜀绣技艺运用于现代时尚婚礼服饰、婚礼纪念品

和婚庆床上用品,既传承了蜀绣技艺,又满足了现代时

尚的婚庆需要,该项目获得国家专利3项、成都市蜀绣

创意作品三等奖;2015年四川大学轻纺学院与孟德芝

蜀绣大师工作室共同承担成都市新产品计划项目“刺
绣技艺创新与现代设计手段结合的创新蜀绣产品”,将
现代纹样CAD设计与传统的蜀绣图案设计相结合,打
破传统纹样几千年不变的困境,使蜀绣产品适应市场

的能力大大增强。

3.3 市场开拓服务

为提高蜀绣知名度,拓展市场销售渠道,促进蜀绣

产品向批量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逐渐形成完整的

产供销产业链。联盟成员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利用

省丝绸协会会长单位的优势,多次组织蜀绣企业参加

省内、国内及国际商务推广活动,展示企业形象,促进

名师、名品宣传,拓展市场渠道。2012年5月省丝绸科

学研究院代表行业在四川省政府举办的“天府四川·
日本韩国行”活动中大力推广蜀锦蜀绣特色产品;同年

推荐蜀锦蜀绣企业参加中国丝绸协会组织的“2012全

国丝绸创新产品推介活动”;2013年3月、5月分别带

领天府蜀绣、蓉锦蜀绣、艺林锦卉等蜀绣企业到中国绸

都南充及中国第一丝绸文化小镇锦门参观学习和相互

交流,促进了蜀绣企业与丝绸面料生产企业、文化品牌

展示企业的对接;2014年10月组织蜀绣重点企业参加

以“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为平台的省商务厅举办的

“川货全国行·杭州站”活动,在此活动中以“蜀锦蜀绣

专馆”的形式,充分展示了蜀绣瑰丽多姿的精品特点,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和销售效果;目前正在筹办的2015
年“川货全国行·杭州站”活动,已经有近60家省内丝

绸企业报名,其中蜀锦蜀绣企业有8家。

3.4 信息化服务

蜀绣企业多是小微企业,呈分散、零星状态,获得

信息的渠道有限。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利用主办的

四川丝绸网站、行业内刊《四川丝绸简讯》、公开发行期

刊《锦绣》等科技资源为广大蜀绣企业提供了大量专业

化信息服务。四川丝绸网站整合了全国和省级茧丝绸

行业信息资源,即时发布国内外茧丝绸交易行情和全

国、省内的生产统计及市场信息;行业内刊《四川丝绸

简讯》每季深度报道行业发展信息、发布与行业密切关

联的服务信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锦绣》期刊,每月刊

载时尚流行趋势、弘扬传统丝绸文化、引导现代消费观

念的文章。这些信息让企业能及时了解国内外丝绸生

产运行情况、交易行情,以及市场时尚流行趋势。在信

息化和大数据时代,能较大地改善因地域劣势或企业

自身条件的局限而获取信息困难的局面,改善了企业

的生产管理、技术开发、市场经营等交流平台,降低了

企业运行成本,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及生产经营决策

的快速化、科学化。

4 结语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主导下,在高

校、科研院所、大师工作室及龙头企业的共同参与下,
通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形式搭

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基本形成了蜀绣产业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市场开拓、信息化服务等路径,促进了蜀绣

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对于产业链条长、市场化程度

高、人员流动性大、业态灵活的蜀绣 (下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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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AntibacterialProperty
ofCottonFabricbyElectrolessCopperPlating

YANGZhao,ZUOTong-lin*

(InstituteofLightIndustryandTextile,InnerMongoliaUniversityofTechnology,Hohhot010080,China)

  Abstract:Thecottonfabricwasmetallizedbyelectrolesscopperplatingwithpretreatment.Using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e,

thesurfacemorphologyofcottonfabricwasobservedbeforeandaftercopperplating.Theweightgainrateofcottonfabricbychemical

platingwasstudied.Theantibacterialactivitywasfoundtobeanonlinearrelationshipbetweentheantibacterialrateandtheweight

gainrateofcopperplating.Besides,resultsshowedthatcottonfabricbyelectrolesscopperplatingwasgoodforantibiosisevenupto
excellentlevelas90%.

Keywords:cottonfabric,orthogonaltest;chemicalcopperplating;metallization;antibacterialactivity


(上接第9页)
产业而言,基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产学研合作不失

为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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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huEmbroideryindustryhadmanyproblemsstill,suchassmallscaleoftheenterprises,thelackofscientificandtech-

nologyinnovation,humantalentsintheseriousfault,lowmeshwithmarket.Combinedwiththeindustrycharacters,Thepathofin-

dustry-university-institutecooperationwassearched,whichbasedontheallianceofindustrytechnologyinnovation.Andeffective

waysonShuembroiderywereformed,suchasindustryandscientific&technologyinnovation,personneltraining,marketexpanding
andinformativeservic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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