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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蜀锦特殊的组织点安排,突出体现了熊猫毛发的立体感,使得蜀锦产品有了浮雕效果。同时从原料选

择,组织开发设计等方面保证了蜀锦的原汁原味。生产过程中为了配合产品开发进行了设备改装。

关键词:蜀锦;浮雕;国宝

中图分类号:TS10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356(2017)07-0025-02

收稿日期:2017-06-04;修回日期:2017-06-12
基金项目:成都市科技惠民技术研发项目(2015-HM01-00271-SF)
作者简介:葛俊伟(1981-),男,讲师,工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纺织材料

与纺织品检验,E-mail:fcgjw0@qq.com。

  蜀锦是四川地区特有的人文文化遗产,其出现的

时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其自身的实用价值和观

赏收藏价值,使得蜀锦成为了川地旅游收藏的重要产

品[1]。大熊猫被国内外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
其中80%以上分布于四川境内,这使得熊猫与四川文

化有了不解之缘。以熊猫为主题的蜀锦,近年来也成

为旅游纪念的抢手货,但是传统的熊猫蜀锦作品,毛色

呆板,立体感不强,这也是蜀锦在动物表现上的一个短

板。
本次产品设计就是追求更逼真,更立体的国宝蜀

锦作品。在对熊猫体态、神情以及其他细微之处做了

充分了解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将现代纹织技术与传

统蜀锦织造技艺相结合,创作中着重体现了熊猫与四

川的不解之缘,运用多种设计和织造技术来完成这幅

蜀锦画绢的设计开发。

1 原料

原料方面,传统的蜀锦选材,一般是用桑蚕丝,但
是桑蚕丝价格昂贵,为了节约成本,就不会过多地褪去

丝胶。丝胶包裹着丝素,染色后丝胶上的染料掉色,这
就使得使用的桑蚕丝固色性差,过多的丝胶也会使桑

蚕丝硬度较高,柔软性太差。我们需要体现熊猫本身

毛发的毛绒感,这就需要原料不但有柔软性来体现毛

感,同时还需要具有挺的特点,使提花部分越出地组

织,形成立体感。
有些作品为了保证成本和颜色的鲜亮,选用了有

光黏胶丝。光鲜的色彩固然为作品带来了另一道风

景,但是这与传统蜀锦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小的。所以

本作品采用的部分蚕丝脱胶率相对较高,从而保证固

色率。在染色上也采用了天然的茶叶、高粱色素提取

剂更好地还原传统蜀锦产品,体现蜀锦的原汁原味。
经丝:甲经14.43tex桑蚕丝(色),乙经14.43tex

桑蚕丝(色);
纬丝:14.43tex人造丝(色)。

2 设备

无论是国宝熊猫还是树木花草都是有生命的,通
过对这些动植物特点的认知,为了更好地刻画国宝图

中熊猫、树木,突出蜀锦自身的特色,本次作品需要用

多种组织结构和织造方式,所以我们选择了K251丝织

机。

3 研发技术

3.1 规格设计

作品经密130+10根/cm,纬密250根/cm。
用模仿熊猫毛发的组织点展现作品中熊猫的毛发

重要特征,采用多层次多色块进行展现。包括了8枚5
飞经面缎、4枚破斜纹、平纹、缎纹、重平等组织规格。

3.2 提升率

织造本作品的提花设备是在K251丝织机上加装

电脑提花机。由于是在传统丝织机上进行的改造,当
某一位置的某一色块经线提升量过大时,会导致织机

负荷加大,机器不能正常运转,织机原动力不足的问题

就暴露出来。所以设计中使用了新开发的“蜀锦花样

提升率统计”软件,确认哪些部位经线的提升率超过了

机器实际的提升率,并通过修改超过提升率的纹样,达
到完成设计的目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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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蜀锦花样提升率统计软件界面

3.3 超长分割

本作品总长过长,采用重纬设计,所做的设计文件

的纹版数已经超过电脑大提花机采用的Bonas系统的

EP文件的所认可的最大数字215字节,电脑无法识别。
所以要求我们在做设计文件的时候就按照能够认可的

另外的Staubli系统的JC5文件来做,然后分割成小的

符合Bonas系统要求的EP文件。

图2 超大纹板分割EP工具

3.4 颜色

作品颜色多,设计用色达到12个,不同颜色的共

口有不同颜色的组织变化。基本色以及换导用色,都

采用了共口的方式,每个共口都有白色。基本色采用

组织变化的方式,凸显变化色与基本色的细微变化,这
样才能使得作品中路面也有了立体感。

图3 国宝图纹板设计

图4 国宝图颜色统计

4 结语

设计开发的国宝图本着从材料、颜色、制造等方面

保持蜀锦原汁原味的要求,熊猫的毛感明显、自然,熊
猫、花草、树木栩栩如生。蜀锦是我国的人文瑰宝,有
着强大的生命力,挖掘、还原蜀锦拥有的特质是以后每

一个作品应该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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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pecialorganizationarrangementsofbrocadewereused,ithighlightedthestereoperceptionofpanda'sfurandmadethe
brocadeproductshavetheeffectofreliefsculpture.Atthesametime,thematerialwasselected,organizationwasdevelopedandde-
signedtomakebrocadekeepitsnature.Equipmentmodificationwascarriedouttomeetthedemandsofproductdevelopmenti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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