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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物图案仿生设计研究

郭 熙
(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 介绍了仿生设计学的发展及其针织物图案设计特点，从植物( 果、叶、花、干等) 、动物、细胞的仿生艺术

设计 3 个方面详细阐释设计手法的多样性，包括写实性和写意性，从细节处模仿，从整体上描摹等，同时对某些动

植物的仿生艺术设计提出了其他设计方法。通过分析介绍了针织物图案的仿生设计过程，归纳生物造型及形态特

征，结合仿生设计的思路，演绎为具有特殊编织特点的针织物图案，为设计师从大自然中提取灵感进行针织图案的

仿生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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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ic design of knitted fabric pattern

GUO Xi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Nantong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tong，Jiangsu 226007，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generalized the method of pattern design of knitted fabric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ionic design． Firstly，the development of bionic desig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itted fabric pattern
design were introduced． The diversity of design techniques of bionic design in the pattern design of
knitted fabric from bionic art design of plants ( fruit，leaf，flower，stem，etc． ) ，animals，cells were
mainly introduced: some focus on the bionic realism，some focus on freehand brushwork，some from the
details of imitation，some from the overall description，etc． ，． At the same time，some design methods of
bionic design for some animals and plants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the bionic design
process of knitted fabric was introduced: the bi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ase
were summarized，and the design of knitted fabric with special knitting characteristics was deduced by
combining the idea of bionic design． The paper showed that people can draw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and
design the knitted patterns based on bionic design．

Keywords: knitted fabric; pattern; bionics design; research

收稿日期: 2017 － 03 － 02
作者简介: 郭熙，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艺术设计方面的教学

及研究工作。E-mail: 931397273@ qq． com。

仿 生 设 计，亦 称 之 为 设 计 仿 生 ( Design
Bionics) ，是在仿生学和设计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仿生设计与旧的仿生成果应用

不同，是以自然界万事万物的“造型”“色彩”“声

音”“功能”“结构”等为研究对象，有选择地在设计

过程中应用这些特征原理进行的设计，仿生设计是

运用设计的艺术性与科学的严谨性相结合的设计方

法［1 － 2］。仿生设计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从精神层

面和物质层面追求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类、艺术与

技术、主观与客观、个体与大众等多元化的设计融合

与创新，体现辩证、唯物的共生美学观。生物结构是

自然选择与进化的重要内容，是决定生命形式与种类

的因素，具有鲜明的生命特征与意义。本文借鉴大自

然中的各种形态，动物、植物、细胞等的构造、外形，根

据针织面料的材料与工艺特点，为设计师从大自然中

提取灵感进行针织图案的仿生设计提供参考［3 － 4］。

1 针织物图案仿生设计概述

针织物具有手感柔软、透气性好、延伸性和弹性

好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服装、装饰等方面。针织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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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上有镂空、浮线、凹凸、绞股、凸条等多种表现手

法，成品编织可以采用各类颜色，为图案的设计提供

了多种可能性，为逼真的仿生艺术设计打下了工艺

基础［5］。

2 植物仿生艺术设计

2． 1 果
指某些植物花落后含有种子的部分，根据果实

来源，可分为单果、聚合果、复果等，果实的形态千姿

百态。豌豆荚如图 1 所示，豌豆颗粒一字排开，有序

的排列附着在豌豆荚边缘，这样的形态可以被设计

师归纳成二方连续的针织纹样。仿“豌豆荚”针织

物如图 2 所示，织物较好的模拟了豌豆荚造型: 从豌

豆荚中选取并提炼了近似圆形的豌豆颗粒和它们所

附着的豆荚边缘，豌豆归纳成不规则的近似圆形的

小孔，完全镂空，豆荚边缘根据实际造型归纳成便于

二方连续的波浪线，采用反面线圈而呈现出凸起肌

理，并在移圈作用下产生了波浪线造型［6 － 7］。另外，

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来表现豌豆荚造型，比如豌豆

颗粒用浅绿色纱线局部编织形成颗粒状突起，豆荚

边缘用深色波浪形凸条肌理表现等。

图 1 豌豆荚 图 2 仿“豌豆荚”针织物

2． 2 叶
叶子是植物的营养器官，叶子可以有各种不同

的形状、大小、颜色和质感，可以聚成一簇，也可以单

个散落，其边缘可以是光滑的，也可以是锯齿状。合

欢树叶如图 3 所示，合欢树为对生叶序，叶造型美

观，茎两侧叶片呈轴对称分布，叶距紧密，整体感强，

适合提炼为图案在设计中使用。仿“合欢树叶”针

织物 1 如图 4 所示，图中共有 3 个合欢树叶图案呈

横向交错排列分布，可供 4 个方向延展排列，实用性

较强，比仿“豌豆荚”造型图案更规整，叶片整齐，不

同于豌豆颗粒大小、造型的随机性。织物中叶片部

分采用移位局部编织工艺，在织物表面形成了凸起

的叶片造型，并且移位上下对称，形成了仿对生叶序

的效果［8］。另外，也可采用其他设计手法，仿“合欢

树叶”针织物 2 如图 5 所示，采用移圈浮线编织模仿

合欢树茎叶造型，利用镂空部分表现叶片，浮线表现

茎脉，在阳光的照射下，投影中的光斑俨然一簇簇树

叶，栩栩如生。

图 3 合欢树叶 图 4 仿“合欢树叶”针织物 1

图 5 仿“合欢树叶”针织物 2

2． 3 花
典型的花由花冠、花萼、花托、花蕊组成，大多艳

丽，有各种颜色，花相比较叶、果、干而言，更加富有

美感，更多的被人们所喜爱和关注，花的纹样变化丰

富多彩。紫藤花如图 6 所示，紫穗满垂缀以稀疏嫩

叶，花朵虽小，但沿着藤枝蔓延数米，十分适合提炼

成绵长曲折的装饰纹样。仿“紫藤花”针织物如图 7
所示，该设计更侧重于“写意”表现，整体呈蜿蜒婀

娜造型，对花朵的细节描绘有所忽略，是从宏观上模

拟花卉，而不是从一个个花瓣的造型着手，这是“师

法自然”的另一种方式。该织物为横织竖用，整体

采用正反针编织工艺，以正面线圈作底，反面线圈作

花，类似浮雕镶嵌在底上，反面线圈横列上加以有规

律的单针多列集圈线圈，集圈处抽紧使反面线圈横

列形成波浪曲线，形成紫藤花串蜿蜒造型。另外，还

可以采用多种工艺方式实现仿花的造型编织，比如

根据花的图片采用提花或嵌花组织可以直接织出花

的具体图案。还可以采用毛圈组织表现花瓣的立体

感，采用移针表现花朵或花瓣的曲线纹路。

图 6 紫藤花 图 7 仿“紫藤花”针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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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干
干是树的重要组成部分，树干具有木质特性，多

应用于家具制造、建筑材料等。“干”有的蜿蜒遒劲，

有的直入青天，有的光滑，有的充满斑驳肌理，富有

各自的美感。树干年轮如图 8 所示，树干的截面布

满了年轮，这也是大多数树干都会有的肌理与图案，

根据生长环境与树木种类的不同，年轮各具形态。
仿“树干年轮”针织物如图 9 所示，根据树干年轮的

特点，开发出了“同心圆”式的图案。该织物的编织

是根据年轮抽象化的 2 色图片，采用正反针编织工

艺配合添纱的垫纱方式，轮状图形采用反面线圈，并

且表现深色纱线，底图采用正面线圈，并且表现浅色

纱线，从而形成了具有凹凸感的 2 色图案效果年轮

形态。另外，年轮环状造型也可以用网眼及集圈单

元的环形排列表现。

图 8 树干年轮 图 9 仿“树干年轮”针织物

3 动物仿生艺术设计

动物仿生艺术，大多从动物的外观造型、图案、
肌理等方面着手。孔雀羽毛如图 10 所示，呈放射

状，孔雀翎缀在羽毛末端，呈弧状有序分布且富有大

小渐进的变化。设计师根据以上特点归纳出的仿

“孔雀羽毛”针织物见图 11。该产品采纳了“放射

状、弧形分布”的规律，用“放射线”和“圆孔”相结合

的方式模拟了孔雀开屏的造型，为了让图案能有很

好的延续性，用正弦波浪线起到“穿针引线”的作

用，使单个图案单元能由此串联起来，既增加了整体

感，又起到了装饰作用。该产品已经不是单纯的模

拟自然，而是适度“改造”自然，这也是设计师仿生

艺术中常用的手法。该款仿“孔雀羽毛”针织物采

用移圈工艺，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波浪造型，反面线圈

的使用突出了波谷波峰的效果［9］。
常见鱼鳞如图 12 所示，排列有序，优美的弧形

鳞片造型具有良好的装饰性，根据鱼鳞的形态特征，

归纳出的鱼鳞图案如图 13 所示，该图案在鳞片造型

的基础上，添加若干弧线，形成许多同心弧，增加了

装饰性。在图 13 的基础上，结合针织工艺特点，采

用 2 色提花编织出了仿“鱼鳞”图案针织物，如图 14
所示，将同心弧进行了填色，灰、红相间，在图 13 的

图 10 孔雀羽毛 图 11 仿“孔雀羽毛”针织物

单色基础上，丰富了色彩。该设计从实物照片中归

纳图 案、添 加 细 节 到 配 色，逐 步 完 成 了 仿 生 艺

术创作。

图 12 鱼鳞 图 13 鱼鳞图案

图 14 仿“鱼鳞”图案针织物

4 细胞仿生艺术设计

一般认为细胞是生物体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

位，大多为人类肉眼所不可见，所以人们对这些微小

的物体充满了陌生感与好奇心，细胞形态各异，有圆

形、长形、螺旋形等，丰富多彩。

图 15 细胞 1 形态 图 16 仿“细胞 1”针织物

细胞 1 形态如图 15 所示，细胞形态有长有圆，

有大有小，仔细比较，有“两边略大，中间略小”的规

律，根据以上特点，开发出了仿“细胞 1”针织物，如

图 16 所示，该产品将面积变化夸张化，令对比更加

明显，加强了面料的装饰性，形成了“大调和、小对

比”的关系，即整齐划一，又不显得单调，单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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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规则造型也能较好的模拟真实情况，造型较为

逼真。该织物图案通过纬平针反面线圈夹色编织配

合集圈单元间隔其中形成细胞单位［10］。
细胞 2 形态如图 17 所示，为多个近似圆形单体

细胞游离状态，边缘不是很清晰，细胞间排列看似无

任何规律，细胞之间有少数其他更小的物质游离，图

15 的细胞组织排列规律，整体感强，而图 17 的细胞

则更显得“自由散漫”，根据这样的特点，开发出了

仿“细胞 2”针织物，如图 18 所示。该设计从形态上

用“V”型作为基础构型单位，起到类似“点”的作

用，用“V”构型是为了突出细胞的“游离性”，这样

边缘看似不是那么明确，起到与实物“神似”的效

果，细胞间的游离物质用离散的“V”表现，既模拟了

现实，又做到了画面的统一性。该款仿“细胞 2”针

织物是在细针单面纬平针织物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

面料改造，织物中疏密各异的“V”型单元为手工织

绣模拟。此类图案鲜明的细胞状态也可以通过疏密

网眼模拟或采用提花组织编织具体图案形态。

图 17 细胞 2 形态 图 18 仿“细胞 2”针织物

5 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设计的不断发展，设计师视野的

不断开拓，仿生艺术设计已经被社会广泛的关注

和应用。本文选取几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从多方

面阐释设计手法的多样性: 包括仿生的写实性，写

意性，从细节处模仿，从整体上描摹等，从大自然

中汲取了多种养分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仿生艺术

设计在未 来 的 设 计 中 一 定 会 被 更 多 的 设 计 师 所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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