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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黏合衬与面料进行配伍的选用原则及选用程序。 针对黏合衬的选用，从服装面料、黏合衬布、服装面料与黏合

衬的关系、黏合部位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论述了配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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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合衬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并迅速发展，其以

黏代缝，使服装加工工艺流程简化，缝制效果得以提

高，提高了服装的服用性能和使用价值，因此得到了广

泛应用［１－２］。 黏合衬的形式多样：按基布组织结构不

同，可以划分为机织黏合衬布、针织黏合衬布、无纺黏

合衬布；按涂层形状不同，可分为有规则点状黏合衬及

无规则撒粉状黏合衬。 本文介绍黏合衬与面料配伍的

选用原则及选用程序，并对配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

１　 黏合衬选用原则与程序
１．１　 选用原则

选用黏合衬应同时考虑服装、面料 、衬布和穿着

年限及洗涤方式 ４ 个因素。
（１）服装：根据服装的款式、用衬部位、服用性能

及洗涤条件来确定衬布类别［３］。
（２）面料：根据面料组织结构、面密度、厚度、密

度、手感、用途、所用纤维及面料后整理情况来选择黏

合衬。
（３）衬布：明确衬布的类别、特点及主要质量指标

（如热收缩率［４］、水洗及干洗收缩率、单位面积质量、
剥离强度等）及底布的织物组织及特性、涂布的热熔

胶类型及衬布黏合条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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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穿着年限及洗涤方式：黏合衬黏合不良将影

响服装穿着后的外观。 选用衬布时，应注意服装的穿

着年限及洗涤方式，使服装在穿着年限内保持优美的

造型［５］。
１．２　 选用程序

选用黏合衬，首先要对衬布、面料和压烫机进行测

试；其次，面料和衬布黏合时要保持同等的变动性；最
后出具测试报告（包括黏合面、水洗条件等）。 另外，
还要注意热缩率、缩水率等问题，只有当黏合衬与面料

黏合为一体后再测定其缩率，方可获得正确可靠的数

据及准确的配伍。 黏合衬的选用无统一方法，均是经

多次试验后才能最终确定衬布类型，较常用的选用流

程如下：
（１）预选黏合衬：明确服装面料的性能、服装的款

式、用衬部位等情况，预选 １ ～ ３ 种黏合衬。 预选时应

明确衬布的理化性能、压烫条件及与面料的配伍

性［６］。
（２）压烫试验：压烫试验所选用的设备型号应与

批量生产保持一致。 压烫试验后，明确压烫参数、黏合

强力、反渗、尺寸变化率、手感、外观变化等指标［７］。
若指标均正常，则进行下一步骤；若出现异常，则需进

行原因分析，重新调整压烫条件或预选衬布。
（３）耐洗试验：经干洗或水洗试验后，测定黏合强

力和外观尺寸变化。 若异常，则重做压烫试验或重新

预选衬布。
（４）耐特殊整理试验：经成衣染色、酵素洗或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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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定黏合强力、外观及尺寸变化率，若出现异常，则
重做压烫试验或重新预选衬布［８］。

２　 黏合衬与服装面料的配伍
考虑黏合衬与服装面料的配伍情况时，首先应注

意面料与衬布的缩水率及热缩率是否相近，其次应了

解面料纤维及组织结构的特性，还应了解底布和热熔

胶的特性。
２．１　 根据服装面料选择

２．１．１　 根据服装面料的特性选择

（１）羊毛。 羊毛具有缩绒性，因此在黏合前要注

意控制含水率，并选择具有一定随动性的黏合衬［９］。
其中，针织衬的伸缩性强，经编衬与纬针织衬尺寸稳定

性好，悬垂性优良，适合与以羊毛纤维为主的高档西服

面料配伍［９］。
（２）丝绸。 丝绸在加热加压后表面易产生极光，

在缎类面料上这种现象最明显，在黏合时应避免使用

高温、高压及蒸汽［１０］，应选用熔点低、颗粒细的黏合

衬。 丝绸用衬一般应采用轻薄且胶点小的机织黏合

衬，否则会出现透点现象，洗涤后起泡现象严重。
（３）棉。 若棉布经过缩水处理，则在热熔黏合过

程中较稳定，但若未经缩水处理，常会有较高的缩水

率。 因此，应选择与棉缩水率接近的衬布。
（４）麻织物。 麻织物手感较硬，较难与衬布黏合，

应选择合适的衬布和压烫条件。 此外，经涂层等多种

特殊整理的较难黏合的布料，一般采用涤纶与尼龙混

纺的无纺布黏合衬，或以机织弹力布为基布，经双点涂

层加工而成的衬布，其配伍后黏合效果优良且耐洗。
（５）合成纤维。 合成纤维织物均经高温定型处

理，但是不同品种的合成纤维具有不同的性能。 例如，
纯涤纶无纺黏合衬硬挺，加入尼龙面料会使布料柔软

但易起毛，如果有了里料的保护会大大降低无纺布的

起毛性。
（６）新型合成纤维。 主要包括超细纤维、不同收

缩混纺丝、复合加工丝、表面变化纤维等。 新型合成纤

维具有特殊的手感［１１］，要求衬布有适度的伸缩性，质
量轻且褶皱回复性好，衬布周边不易出现纹路，易黏合

且黏合性强。
（７）复合纤维。 在选择复合纤维面料的衬布时要

考虑单独纤维的性能［１１］。 例如：高档西服常用的面料

如哔叽、华达呢等，通常为羊毛和涤纶复合加工而成，
一般选用衬纬链编黏合衬。

２．１．２　 根据面料结构的特性选择

（１）薄而半透明的面料。 如巴厘纱、乔其纱、雪纱

绸、闪光织物等，当黏合这类织物时，往往会出现渗料

或产生云纹和色差等现象［１２］。 在选择黏合衬时，应采

用细小颗粒的黏合衬布；当配伍有色面料时，应采用有

色胶粒衬布，避免因反光或闪光而造成色差现象。
例如：乔其纱一般采用隐形系列黏合衬，即柔软的

尼龙底布与双点上胶结合形成的细致且柔软的机织

衬，以保证其与超薄面料的结合。 但薄型面料与衬布

黏合时易产生纬斜而造成面料表面出现水波纹现象。
若不考虑成本，根本的解决方案是将针织、机织衬按

１５°或 ７５°方向斜裁，缺点是增加了用衬量。 若要在小

成本前提下消除水波纹，可以采用无纺黏合衬。
（２）弹性面料。 如在选择弹性针织布的衬布时，

为了避免衣服变形，应选用与面料相同弹性的衬布。
一般选择针织系列的黏合衬，即四面弹黏合衬，配伍后

的服装高弹、柔软、手感好且舒适度更佳。 但是，并非

针织物所有部位都要用四面弹黏合衬［１３］，例如袖口和

领口部位，应采用不易变形的梭织布或无纺布。
（３）光滑面料。 如缎绸、塔夫绸等具有光滑表面

的面料，黏合比较困难，应选择有细小颗粒且黏合能力

较强的衬布。
（４）经过表面处理的面料。 例如泡泡纱、双绉布

等，其表面特征易被黏合加工时的压力所去除，所以应

选用低压力黏合衬布。 又如丝绒、平绒、灯芯绒、海豹

绒、鼠毛绒等，其表面绒毛受到压力后易变形，造成面

料风格被破坏，故在选择衬布及压烫条件时要特别注

意［１４］。 有的面料经过有机硅油或树脂整理后不易黏

合，则应选用黏合力较强的衬布。 例如针织、机织双点

黏合衬羊绒系列，其基布为机织布或经编布，经柔软等

后整理后，采用低目数双点涂层加工而成，黏合衬手感

柔软，适合各类绒类面料的前身及小部位使用。
（５）呢类面料。 不宜采用高温熨烫，应选择低温

衬布，否则会引起起皱现象。 较薄的衣料不宜采用大

胶点，否则黏合后会出现透点现象，洗涤后会出现气泡

现象。
此外，选用针织、机织黏合衬或无纺布黏合衬的主

要区别是成本不同，无纺布黏合衬成本较低，需求量大。
２．２　 根据黏合衬特性选择

２．２．１　 根据黏合衬底布的特性选择

（１）手感。 即黏合衬底布单位面积的质量和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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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当衬布黏合后，热黏合部位会产生较硬的手感，尤
其在选择无纺衬时，应特别注意是否因加热黏合而出

现较硬的不适宜手感。
（２）尺寸稳定性。 黏合衬在黏合后需要有一定的

热收缩稳定性及水洗后的尺寸稳定性，且与面料的尺

寸稳定性相配伍。
（３）方向性。 例如西服前身的衬布，需要在经向

保持一定的柔软性和良好的悬垂性，纬向则需要相对

硬挺且有一定的弹性。 大部分的机织、针织、无纺基布

都有着不同的经向或纬向的特征，因此在选择底布时，
也要考虑到其能与面料保持方向一致性。

（４）随动性。 为了有较好的随动性，黏合衬的经

向要配合面料的经向特征，应具有较大的伸长率和回

缩性，在斜向也应具有一定的伸长率和回缩性。 同时，
衬布应比面料轻且薄，应是面料带动衬布。
２．２．２　 根据黏合衬所选用的热熔胶及涂层形状选择

热熔胶的类型和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衬布的

黏合性能和耐洗性能，因此在面料配伍时要明确衬布

上的热熔胶类型。 胶粉与洗涤方式有关，胶粉种类多，
其中聚酰胺（ＰＡ）胶粉又分为很多种，因此如何选用至

关重要。 胶点大小与面料厚薄有关，较大的胶点不适

合用于薄的面料，否则会出现透点现象。
（１）聚酰胺（ＰＡ）。 ＰＡ 黏合衬手感好，黏合强力

高，耐洗性能好。 ＰＡ 热熔胶的耐水洗性能和黏合温度

差异均较大，一般 ＰＡ 热熔胶只耐 ４０℃ 左右的水洗。
若要耐大于 ６０℃的水洗，必须选用耐水性的 ＰＡ 热熔

胶［１４］，这类热熔胶适宜做西装用衬及外衣用衬。
（２） 聚 乙 烯 （ ＰＥ ）。 ＰＥ 分 为 高 密 度 聚 乙 烯

（ＨＤＰＥ）和低密度聚乙烯（ＬＤＰＥ）。 ＨＤＰＥ 耐水洗性

能好，耐干洗性能略差，优异的黏合效果需要高温和高

压的环境，因此常用于衬衫黏合衬。 ＬＤＰＥ 的耐水洗

和耐干洗性能均较差，但其可在低温下进行黏合且黏

合强度高，因此常用于暂时性黏合衬布。
（３）聚酯（ＰＥＳ）。 ＰＥＳ 有较好的耐干洗、水洗性

能。 耐干洗性能略低于 ＰＡ 热熔胶，耐水洗性能略低

于 ＨＤＰＥ，对涤纶的黏合强度好，常用于涤纶长丝面

料，适合做女装外套、休闲服用衬。
选用一定热熔胶经涂层加工而成的黏合衬与面料

配伍，在批量生产时应注明洗涤标准，这样可以延长服

装的使用寿命。
２．３　 根据服装黏合的部位选择

要根据所加工服装的黏合部位来选择黏合衬，衬
衫常选用 ＰＥ 涂层的黏合衬，与此相适应的特点是优

异的耐水洗性能，版型挺括，可用于袖口、门襟等部位。

３　 黏合衬与面料配伍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３．１　 剥强低

原因分析：黏合条件（即温度、时间、压力）不合

适；面料或衬布受潮；衬布上胶量少。
解决方法：调整黏合条件，在面料小样上先压烫；

将受潮的衬布、面料烘干或晾干后再使用；调换上胶量

高的衬布。
３．２　 黏合后起泡

原因分析：黏合条件不合适导致面料与衬布之间

产生尺寸差异，热缩后引起起泡、上胶不匀或漏点引起

起泡。
解决方法：批量生产前先做试验，确定黏合条件后

再正常生产。 选用衬布的热缩率与面料相匹配，热缩

率大的面料为了尽量减小热缩率，应不断调整黏合条

件，在黏合机内先对面料进行热缩。 此外，面料与衬布

黏合后应充分冷却后再移动。
３．３　 黏合体经洗涤起泡

原因分析：黏合条件不合适引起服装耐洗（干洗

和水洗）性能降低，造成洗涤后起泡；衬布与面料缩水

率不同造成洗涤后起泡。
解决方法：调整黏合条件，选择缩水率与面料相同

的黏合衬，最好选用乱斜纹类的衬布。 此外，为了避免

产生意外收缩差，面料与衬布丝缕方向应保持一致。
３．４　 服装用衬部位出现黏衬印痕

原因分析：黏合压力不合适造成衬布与面料之间

产生厚度差；面料厚度差异造成黏衬部位的衬边与未

黏衬部位的面料间产生黏衬印痕。
解决方法：首先应适当调整黏合压力，改变黏合衬

尺寸，其次考虑斜裁衬布。
３．５　 黏合衬黏合时出现渗胶

原因分析：与理论上胶量相比，衬布实际上胶量过

高时会出现渗胶；面料与衬布黏合时间过长、温度过高

时会出现渗胶。
解决方法：胶点数目应与面料厚度相匹配，面料由

厚到薄，所选用衬布的胶点数从稀到密；选用胶粉熔点

较低的衬布；有色面料选用色衬，黑色面料选用黑粉衬

布［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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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丝素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织物的力学性能测试

项目
断裂强力 ／ Ｎ 断裂伸长率 ／ ％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织物 １＃ ２３２ ２０１ ８．６ ９．５

ＰＢＴ 织物 ２３６ ２０５ ８．９ ９．３

４　 结　 语
本文以丝素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纤维开发不

同风格的织物。 结果表明：加入丝素后，在纤维表面可

以观察到丝素颗粒；吸湿性测试 ３０ ｍｉｎ 后，织物的最

大芯吸高度可达 ２．１ ｃｍ，有效改善了织物的吸湿性；而
其力学性能没有因丝素的加入出现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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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面摩擦因子，回弹性因子影响最小。 这 ４ 个主因

子可以完整地反映出棉织物的风格特征。
（２）在其他参数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平纹的织物

风格综合得分排名高于斜纹和缎纹组织；随着经纬密

度的增加，其综合得分和排名随之降低；在一定范围

内，纱线细度对织物风格的综合得分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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