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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粘合衬的分类和主要作用,重点分析了面料和粘合衬配伍的质量要求,提出了不同品种的面料和不同

风格的面料与粘合衬配伍的具体选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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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为了不变形或达到某种造型要求,会在某些

部位加上粘合衬,而面料粘合上粘合衬,一定程度上会

对其外观和服用性能产生不良影响。服装面料与粘合

衬的配伍,就是选择合适的粘合衬与面料进行搭配,使
这种不良影响降到最小又兼具服装造型和保形。服装

的品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粘合衬的使用,粘合衬和织

物的风格以及面料的质地配伍性好,服装的档次才能

提高。因此,服装面料与粘合衬的配伍性至关重要。

1 服装粘合衬概述

粘合衬是将糊状的热熔胶,经过涂层,以点状或其

他的形式粘着于基布上形成的。粘合衬是处于面料与

里料之间的服装骨架。服装的造型优美与否,不仅取

决于款式的设计、面料的选择、色彩的搭配,合理使用

粘合衬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选择粘合衬,不
仅可以充分显示出服装设计的特色,而且可以穿着不

变形,即使水洗、干洗也不变形[1]。

1.1 粘合衬分类

粘合衬按照基布的质地划分,可以分为纺织基布

类、编织基布类以及无纺基布类3大类。一般较厚的

服装面料和缝制比较高档的夹里服装选用纺织基布类

或编织基布类粘合衬。这两类衬布比较厚实、挺括,
定型效果更加明显。而无纺基布类的粘合衬适用于较

轻薄的服装面料,因为这类粘合衬很薄,具有柔软、轻
挺的特点。

粘合衬按胶体的种类划分,可分为4种,分别是

聚酰胺类(PA)、聚酯类(PET)、聚乙烯类(PE)和乙烯

醋酸乙烯共聚物类(EVA)。其中聚乙烯类粘合衬分为

高密度型(HDPE)和低密度型(LDPE)。高密度型聚

乙烯类粘合衬,高温高压下粘合效果好,如果不具备

高温高压条件,则粘接力较弱。低温状态下,低密度

型聚乙烯类粘合衬可以实现较好的粘合,只是粘合的

耐久性不够。聚酰胺类粘合衬,粘在面料上,粘结强度

比较高,面料手感也较好。聚酯类粘合衬,对聚酯纤维

面料粘合性较好,粘合后面料弹性较好,也更加挺括。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类粘合衬,同样可以在较低的温

度下进行粘合,但粘合也是暂时性的,不耐水洗和干

洗[2]。
粘合衬按用途分类可分为主衬、嵌条衬、补强衬和

双面衬。主衬主要在服装的前片、领、驳头、内贴边、后
片、覆肩等处使用,关系到服装的造型和保形。尤其

是服装的前片,也称大身衬,决定了服装的整体轮廓。
主衬一般选用永久性粘合衬。嵌条衬主要用于服装需

要狭长条的部位,如袖窿、下摆叉口、袖叉、止口、滚边

等,可以加固补强,同时防止脱散、减少缝皱。补强衬

有加固补强和保形作用,一般在袖口、门襟等部位使

用。双面衬主要起连接作用,面料和面料之间需要粘

合时会采用,有时候面料和里料中间也需要用到双面

衬。

1.2 粘合衬作用

粘合衬最开始在服装上使用,是基于缝制的省力

化和合理化。随着粘合衬的基布、热熔胶、涂层方法等

不断改进,粘合衬的作用也逐步扩大。粘合衬的作用

具体可归纳为4个方面[3-4]。
(1)使缝制省力、合理化。使用粘合衬,以粘贴代

替缝制,服装的成衣工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艺

流程缩短,工时消耗降低,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使

缝制作业更加合理化和省力化。
(2)辅助服装,形成优美外观。粘合衬与面料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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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增强了面料的尺寸稳定性和弹性,改善了面料的

手感,提高了服装档次,促进服装形成了优美的外观,
使人体的线条美得到充分体现。粘合衬在服装上起到

了很好的造型作用。
(3)加固衣片以防止穿着时变形。面料的活动被

粘合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粘合衬的加固补强作用

可以防止织物伸长或收缩,避免织物松散,改善因穿

着、洗涤而形成的变形。对服装起到保形作用,可以长

时间保持衣服的高品质。
(4)改善服装的服用性能。轻、薄、软、挺括、尺寸

稳定感是现代服装的发展方向,粘合衬的使用可以弥

补面料性能上的不足,使服装的服用性能得到改善。

2 服装面料与粘合衬配伍性的质量要求

配伍后衬布的质量反映了面料和粘合衬配伍性是

否达到要求。衬布的质量分为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
内在质量包括粘合牢度、反渗、尺寸稳定性、耐洗性能

等方面,外在质量主要是指面料与粘合衬粘合后布面

呈现的外观质量。

2.1 粘合牢度

粘合牢度在配伍中最为重要。评价粘合牢度的重

要指标是剥离强度[5]。粘合衬与被粘合的面料剥离时

所需要的力即为剥离强度。面料、基布、热熔胶的性

能、涂布量的大小、涂层的几何形状、图层加工方法和

条件、胶粒的分布密度以及压烫加工等因素会影响粘

合衬的剥离强度。

2.2 反渗

反渗是指粘合衬经压烫加工,热熔胶会渗出面料

或衬布的背面,从而大大影响服装的外观及手感,这是

不允许的。热熔胶的涂布不良会产生反渗,同时压烫

时温度或压力过高也会发生反渗现象。反渗一般更容

易出现在轻薄织物上。反渗对服装外观影响很大,因
此粘合衬与面料配伍性的好坏一定要考虑这点。

2.3 尺寸稳定性

尺寸稳定性包含缩水率和热缩率。服装的洗涤方

式通常有水洗和干洗2种。粘合衬粘合到衣片上后应

保持足够的稳定性,经过水洗或干洗,面料和粘合衬的

收缩率应一致。面料粘合上衬布以后,其适应性要好,
要求平整、挺括,而且经过洗涤后不会发生起泡、起皱

甚至粘合衬剥离现象。纤维材料受热会产生较大的收

缩,而纤维材料、组织结构、纱线密度不同,热缩率不一

致,也会导致粘合后形成的复合物产生变形或弯曲,所
以粘合衬热缩率应该与面料基本一致,这样粘合衬与

面料才能配伍好。

2.4 耐洗性能

粘合后的复合物耐洗性能包含耐水洗和耐干洗性

能。复合物洗涤后剥离强度的下降率反映耐洗性能,
而耐洗性能主要取决于热熔胶的性能。不同的服装,
不同的部位,对耐洗性能的要求不同。衬衫、便服等只

需要耐水洗,不要求耐干洗;而中高档的西服则必须耐

干洗。暂时性的粘合对耐洗性能的要求不高。耐洗性

能是体现面料配伍性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决定了服

装的穿着寿命。

2.5 手感

面料与粘合衬粘合后,手感体现了其主观效果。
随着人们对穿着要求越来越高,手感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6]。轻、薄、软是服装的发展趋势,因此手感是评价

粘合衬与面料配伍性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表明

柔软且富有弹性是衬布发展的必然趋势。

3 不同品种的面料与粘合衬配伍

3.1 毛织物

西服、制服、大衣等服装一般采用毛织物面料。男

女装对服用要求各不相同,男装一般比女装穿着周期

长,因此对服用性能的要求会高一些。选用衬布的前

提是:易造型、好保形,耐洗性要好,经常整烫,但能保

持不变形。
纯毛织物的缩绒性,吸水后会导致尺寸增大,使服

装尺寸不稳定。面料粘合前需进行干燥,配伍的粘合

衬需要性能相似,如各向同性无纺粘合衬和软性机织

粘合衬。含水率的变化会导致尺寸的改变。毛织物面

料吸水后导致尺寸增大,干燥后尺寸又会缩小,这种

变化导致衣服变形。因此选择的粘合衬须随面料尺寸

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在粘合前需控制粘合衬的含水

率[7]。

3.2 丝绸织物

丝绸面料绚丽多彩,与之相配伍的衬料,必须使其

既保持丝绸的飘逸、舒适,又能提高服装的加工性能。
丝绸是热敏性的材料,加热加压后会使表面产生

结构变化,破坏织物风格。粘合衬布时,尽量不使用高

温、高压或蒸汽,尤其是缎面组织的面料。细颗粒、低
熔点的粘合衬适用于该类服装。衬料的纤维原料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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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处理加工,使其缩水率与丝绸面料相近,提高与丝

绸面料的配伍性,既可以保持丝绸柔软飘逸的风格,又
能提高其挺括度,从而增加立体、丰满效应[8]。

3.3 棉、麻、涤纶等织物

全棉织物或以棉为主的混纺交织织物,耐热性较

高,即使在蒸汽下回复能力也较好,粘合过程中性能比

较稳定。但这类织物未经缩水处理时,缩水率较高,选
择粘合衬时,应选用缩水率相近的,可以选择无纺粘合

衬或软性机织粘合衬。
麻织物或以麻为主的混纺交织织物不容易与粘合

衬粘合,因此这类织物在选择粘合衬时,不仅要注意缩

水率,还要注意选择胶种的粘和力要强。
涤纶等合成纤维织物吸水性差,具有热定型性。

难以消除压烫的皱痕,因此压烫温度要低于合纤的定

型温度。粘合性较好的聚酰胺或聚酯粘合衬适用于这

类织物。

3.4 皮革类织物

高温状态下,皮革类织物的质地和颜色会有一定

变化,这种变化不可逆转,选择粘合衬时要注意选择熔

点相对低的。这类织物一般不会水洗,机织粘合衬且

质地柔软的比较适合,也可选择聚酰胺类胶或乙烯醋

酸乙烯共聚物胶的无纺粘合衬。

4 不同风格的面料与粘合衬配伍

表面凸凹不平的面料在高压下粘合会使表面特征

遭到破坏,低压粘合衬、点状针织粘合衬或粗中支点状

软性机织粘合衬则适用于这类面料。
表面比较光滑的面料应该选择细微胶粒进行粘

合,片状无纺粘合衬或细、中支网状软性机织粘合衬较

适用于这类面料,可以防止胶体渗出使表面粗糙。
具有弹性的面料,选用的粘合衬也应具有同样的

弹性。
悬垂性强的面料应该选用软性机织粘合衬或针织

粘合衬。
硬挺性面料应该选用无纺粘合衬。
柔软面料宜选用针织粘合衬或软性机织粘合衬。
透明或半透明的面料,粘合衬应该选用配色的底

布和细微的胶粒,以免发生渗胶或胶粒反光的现象。

5 结论

(1)选择粘合衬时,要着重考虑粘合后的质量问

题,粘合后衬布的质量包括尺寸稳定性、粘合牢度、反
渗、耐洗性能等要达到相应的要求。

(2)通过热熔胶液体润湿、渗透织物,粘合衬附着

在面料上,进而与面料粘合。要想面料造型性好且保

形性高,粘合衬和面料必须在几个方面合理配伍:面料

和粘合衬的回缩率相配伍;面料和粘合衬的厚度相配

伍;面料和粘合衬的风格、手感相配伍;面料和粘合衬

的色泽相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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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CompatibilitybetweenGarmentFabricsandFusibleInterlining
ZHANGXue,LIWen-chuan,ZHANGHa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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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lassificationandmainfunctionsoffusibleinterliningwereintroduced.Thequalityrequirementsofthecompatibili-

tyoffabricandfusibleinterliningwereanalyzedemphatically.Thespecificselectionprinciplesofthecompatibilitybetweendifferent

kindsoffabricsanddifferentstylesoffabricsandfusibleinterlining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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