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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刺绣在棉机织物上的收缩拉伸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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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刺绣制版中参数化设置为出发点，从图案大小、针迹密度和刺绣针法 ３ 个方面对刺绣图案的收缩拉伸情况进行测

试，并对解决策略进行讨论。 试验结果显示，图案大小、针迹密度及刺绣针法均会对刺绣产品的收缩拉伸造成影响，
通过选择合适的参数设置、补偿收缩和拉伸、打底针、添加下缝针迹等方法可以改善刺绣时收缩拉伸造成的形变。 绣

花针大小也会对刺绣图案收缩拉伸造成影响。 根据图案大小和刺绣密度设置，通过更换针号可以改善刺绣变形。 该

试验结果有助于完善预防电脑刺绣变形措施，减少电脑刺绣设计和刺绣测试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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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刺绣产品的质量与刺绣机器性能有关，还与

绣针、绣线、选用的面料和衬料有关［１－２］。 刺绣图案的

收缩拉伸是电脑绣品一直存在的问题，但在近几年的

研究中，机织物刺绣收缩拉伸变形问题一直被忽

视［３－４］。 此外，参数化设置的研究也多采用文字经验

描述，没有参数设置的对比［５－８］。 本文在前期预刺绣

过程中观察到，机织物在刺绣过程中经常发生可见的

收缩拉伸形变，造成刺绣效果与实际设计效果产生落

差。 因此本文通过调整图案大小、针迹密度和刺绣针

法３ 个参数来进行讨论，找出通过编辑刺绣版型来改

善绣品收缩拉伸的方法，以期在棉织物上刺绣时可以

通过调整参数设置来减少收缩拉伸，从而获得较好的

刺绣效果。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电脑刺绣的基本流程

电脑刺绣流程分为数字化和机器调试两大部分。
数字化部分为花样设计和编辑部分。 这两个部分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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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调试都会对刺绣的收缩和拉伸造成影响。 电脑刺

绣基本流程为：确定图案→将图案转换为图片格式→
将图片导入打版软件并调整大小→打版图案→保存花

样→导入 Ｕ 盘→花样读入绣花机→刺绣材料准备→
绣机调试及绣框安装→绣前检查→试绣花样→修改绣

花版样→完成成品刺绣。
１．２　 材料、图案及仪器

１．２．１　 试验材料

试验 材 料 选 择 未 漂 白 平 纹 棉 机 织 布， 厚 度

０．２２ ｍｍ；绣花线为市售 ８０ 号丝光尼龙绣花线；绣针选

择 ＤＢ－Ｋ５ 型 １４（９０）号机针；衬布选择厚度为０．１８ ｍｍ
的无纺绣花衬。 以上材料选配须符合绣线、绣料和绣

针的配合要求［９－１１］。
１．２．２　 试验图案

为方便观察和测量，选圆形图案为试验刺绣图案。
１．２．３　 试验设备及准备

试验仪器：ＲＰＥＤ－ＦＮ－９０２ 型富怡绣花机。
打版软件：Ｗｅｌｃｏｍｅ 智能绣花制版软件。
测量工具：电子毫米游标卡尺。
试验方法：每种图案绣 ３ 个，每个图案的横向长度

及纵向长度分别测量 ３ 次，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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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准备：布料从大块面料的中间选取无疵点且

密度均匀的部分，面底线松紧调至适宜，固定绣框时，
将布料推平，保证布料张力适宜，不出现褶皱。
１．３　 参数设置

１．３．１　 图案设置

试验目的：测量不同大小图案刺绣后收缩拉伸值，
并采取改善措施。

图案大小设计：１＃ ～ ５＃图案为由小到大的圆形，设
计直径依次为 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 ｍｍ。
１．３．２　 针迹密度设置

针迹密度通过针距来表示，针距越大，针迹密度越

小。 打版软件中，最小可设置的针迹针距为 ０．１ ｍｍ，
默认针距为 ０． ４ ｍｍ，设计针距为 ０． １、０． ４、０． ７、１． ０、
１．３ ｍｍ。 经过预试验，由于针距 ０．１ ～ ０．４ ｍｍ 时图案

拉伸变化明显，补 ０．２ ｍｍ 和 ０．３ ｍｍ 两个针距的数据，
最终针迹密度设计为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７、 １． ０、
１．３ ｍｍ，密度由大到小逐步变化。
１．３．３　 刺绣针法设置

刺绣针法设置为单针、平包针、榻榻米针和纹理针。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图案大小对收缩拉伸影响

图 １ 为刺绣前后图案形状变化示意图，表 １ 为不

同大小图案刺绣的收缩拉伸值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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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刺绣前后图案形状变化示意图

　 　 　 　 表 １　 不同大小图案刺绣的收缩拉伸值　 　 　 　 ｍｍ

图案
设计尺寸 机绣尺寸 收缩拉伸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１＃ ２０ ２０ １９．４３ ２１．５７ －０．５７ １．５７

２＃ ４０ ４０ ３８．８４ ４１．３５ －１．１６ １．３５

３＃ ６０ ６０ ５８．４４ ６１．１５ －１．５６ １．１５

４＃ ８０ ８０ ７７．５４ ８０．５４ －２．４６ ０．５４

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７．１１ １００．４９ －２．８９ ０．４９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刺绣后的图案横向收缩、纵向拉

伸，视觉效果上产生了可见的变形，影响刺绣效果。 这

是由于榻榻米针刺绣是来回平行运针，外观同草席类

似。 在机绣过程中，机针运行和布料的张力共同作用，
绣花线拉动织物向中心聚拢，因此刺绣图案的横向会

收缩。 同时，每一行刺绣时，会将前面的刺绣图案向机

针运行的垂直方向（即纵向）推挤，从而纵向的图案就

会产生拉伸。
从表 １ 可以看出，随着图案变大，横向收缩逐渐增

大，纵向拉伸逐渐减小，说明图案的增大会使横向收缩

增加，纵向拉伸减少。 图案尺寸越大，收缩拉伸的数值

相对来说影响越小，视觉上的收缩拉伸感也越小。 １＃、
２＃图案横向收缩小于纵向拉伸，从 ３＃开始，刺绣图案横

向收缩大于纵向拉伸，这是由于图案的增大使刺绣精

细程度下降，纵向的推挤程度减少，因而合理设计尺寸

可以减少图案的纵向拉伸。 而横向收缩尺寸不因图案

变大而减少，而是随图案增大而增大，因此需要在设计

时进行补偿。 本测试补偿值随着图案大小的变化而变

化，图案大小在 １＃ ～ ５＃范围内，横向收缩补偿范围为

０．５７～２．８９ ｍｍ，纵向拉伸减少范围为 ０．４９ ～ １．５７ ｍｍ，
图案越大，减少的长度越小。 因此，以直径为 ４０ ｃｍ 的

圆作为参考，当图案较小时要重点考虑控制纵向拉伸，
当图案较大时要重点补偿横向（即针运行方向）。

较小的图案产生收缩拉伸的原因，也可能是针号

相对较大，机针推挤绣线从而使得纵向产生拉伸造成

的。 对 １＃、２＃图案选取小号针 １２（８０）号进行刺绣，１＃

图案收缩拉伸由（ －０．５７，１．５７）变为（ －０．２１，０．５８），２＃

图案收缩拉伸由（－１．１６，１．３５）变为（－０．７２，０．１１）。 结

果显示，用小一号的针刺绣后的图案收缩拉伸情况大

大改善，其收缩拉伸造成的形变相对图案来说比较细

微，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还可以通过直接对绣花版型进行横向补偿、

纵向缩减的编辑，来使刺绣后的图案变形得以改善。
根据表 １ 中 １＃ ～３＃图案的收缩拉伸值进行对应的收缩

拉伸补偿编辑，刺绣后 １＃ ～ ３＃图案的横纵向收缩拉伸

值依次为（０． ０２，－ ０． ４９）、（ － ０． ０９，－ ０． ５１）、（ － ０． ０５，
－０．３１），与原刺绣图案的收缩拉伸值相比较，刺绣的收

缩拉伸情况得以明显改善，形变量趋近于 ０。 因此，在
进行预刺绣时，经过测试，获得收缩拉伸值，并据此对

图案大小参数进行相应的收缩拉伸补偿，是一种较为

直接的方法。
２．２　 针迹密度对收缩拉伸的影响

对设置的 ７ 种针迹密度的图案进行刺绣，刺绣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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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收缩拉伸值见表 ２。
　 　 　 　 表 ２　 不同针迹密度的刺绣收缩拉伸值　 　 　 　 ｍｍ

针距
设计尺寸 机绣尺寸 收缩拉伸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０．１ ４０ ４０ ３９．２４ ６２．４４ －０．７７ ２２．４４

０．２ ４０ ４０ ３８．２５ ４１．６０ －１．７５ １．６０

０．３ ４０ ４０ ３８．５４ ４１．５４ －１．４７ １．５４

０．４ ４０ ４０ ３８．８４ ４１．３５ －１．１６ １．３５

０．７ ４０ ４０ ３８．８３ ３９．８１ －１．１７ －０．１９

１．０ ４０ ４０ ３８．８２ ３９．６５ －１．１８ －０．３５

１．３ ４０ ４０ ３９．１６ ３９．８６ －０．８４ －０．１４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机绣后的图案仍然横向收缩、纵
向拉伸，但横向的收缩受针迹密度影响不大；而纵向在

针迹密度最大时比设计尺寸拉伸了 ２２．４４ ｍｍ，图案变

形非常严重，且刺绣图案形成硬块，底布容易破损。 这

是由于在针迹密度较大时，较大的针号不满足较小间

距的需要，从而紧密地推挤刺绣图案，导致刺绣图案密

度过大，绣线紧密堆积从而造成纵向拉伸明显，图案发

硬。 通过更换小号绣花针、匹配较细的绣花线和缩小

图案纵向设计长度等方法可以解决该问题。
随着针迹密度减小，当针距为 ０．２ ～ １．３ ｍｍ 时，纵

向的拉伸情况也逐渐改善而趋于稳定，但针迹密度在

１～１．３ ｍｍ 时，图案会较为稀疏，不够丰满紧密，且露

出了底布。 当针迹密度为 ０．１ ～ ０．２ ｍｍ 时，刺绣图案

的纵向拉伸变形情况较为明显，如果是有弹性的针织

布料，拉伸程度会更大。 因此，在设置针迹密度时，尽
量将选针迹密度控制在 ０．２～１ ｍｍ，这样可以减少纵向

刺绣拉伸的情况。 同时在合理范围内适当增加针迹密

度，图案横向的收缩情况会减少，可以改善线迹紧缩现象。
２．３　 刺绣针法对收缩拉伸影响

图 ２ 为几种针法刺绣后的图案，表 ３ 为不同针法

刺绣的图案收缩拉伸测量值。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平包

针和榻榻米针刺绣收缩拉伸现象最为明显。 由表 ３ 可

见，单针与纹理针绣出的图案虽数据上有微小的收缩

和拉伸，但视觉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形感，可以忽略不计。
平包针和榻榻米针在电脑刺绣中经常使用，也是

发生收缩拉伸变形最常见的针法。 除了对刺绣版型进

行预处理，还可以通过添加下缝针迹来解决收缩拉伸

的问题。 未经处理的两种针法刺绣收缩拉伸值分别为

平包针（－１．４５，０．２８）和榻榻米针（ －１．１６，１．３５），进行

自动下缝参数设置后，平包针与榻榻米针的收缩拉伸

值为（－０．３５，－０．０３）和（ －０．６６，－０．２０），验证了下缝针

迹可以减少两种针法刺绣图案的收缩拉伸情况，且采

用平包针更为有利，榻榻米针还需要辅助其他解决措施。
对榻榻米图案进行打底针设置，分别加一层

０．５ ｍｍ宽、两层 １ ｍｍ 宽和 ３ 层 １ ｍｍ 宽的中心绣底

针，经过刺绣后其收缩拉伸值分别为（ －０．２４，０．７５）、
（－０．８８，０．７４）和（－１．０７，０．９２）。 与未经处理的榻榻米

刺绣收缩拉伸情况相比，加入底针有利于改善收缩拉

伸情况，但多层底针改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底针以一

层为宜，宽度在 ０．５～１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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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针法刺绣图案

　 　 　 　 　 表 ３　 不同针法刺绣的收缩拉伸值　 　 　 　 　 ｍｍ

图案
设计尺寸 机绣尺寸 收缩拉伸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单平针 ４０ ４０ ４０．２７ ４０．７６ ０．２７ ０．７６

平包针 ４０ ４０ ３８．５５ ４０．２８ －１．４５ ０．２８

榻榻米针 ４０ ４０ ３８．８４ ４１．３５ －１．１６ １．３５

纹理针 ４０ ４０ ３９．８５ ３９．６２ －０．１５ －０．３８

３　 结　 语
（１）参数化设置是实现电脑刺绣的主要程序，可

以从一方面解决电脑刺绣时的收缩拉伸情况。 参数化

设置中，图案大小、刺绣针法、针迹密度 ３ 个属性的设

置和选取可影响电脑刺绣图案的刺绣效果。 在完成成

品刺绣过程中，预刺绣和参数化修正是获得良好刺绣

产品的必要过程，直接根据预刺绣产生的收缩拉伸值

进行收缩补偿和拉伸缩减，是最直接和有效的策略。
（２）图案的大小会对刺绣效果产生影响。 对于小

图案，除了减少拐角和简化图案，选择合适的针号也可

以减少刺绣图案紧缩和错位的现象。 在参数化设置中

要考虑不同方向的收缩拉伸，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预先

☞（下转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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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其他相关者寻找专业人员与机构作为评价组织者

组成评价小组。 评价发起者提出评价目的和目标，评
价组织者在获取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及相关环境信息

的基础上对这一目标和目的进行明确，以便于之后准

确开展评价工作，避免评价发生方向性错误。 评价组

织者使用评价知识库界定评价属性标值，包括：相关理

论、感性数据库、评价历史案例、评价体系、评价方法与

评价参照系等。 与此同时，确定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体

系与评价方法。
（３）确定评价主体。 由评价小组召集、筛选、确认

评价者（即评价主体），对评价者进行评价培训，使其

了解评价与方法过程。
（４）进行综合评价。 由评价者对评价客体进行评

价，给出评价数据和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对客体综合

评价时，评价组织者为其设置评价参照系。 如：以选拔

为目的的设计评价将以往的获胜者作为评价参照系；
以预测为目的的设计评价将曾经的成功预测作为评价

参照系。 参照系为评价主体提供有效坐标系，使评价

主体的工作控制在可靠范围内。
（５）评价分析。 由评价小组对评价者给出的数据

和内容进行分析。 在提出评价结果的工作中，根据评

价知识库对评价结果进行比对。 知识库内容越丰富越

好，并需要对知识库定期更新以保证其时效性。
（６）提出结论。 由评价小组作出完整的评价结论

提交给评价活动的发起者。

　 　 上述工作过程基本以顺序形式进行，形成完整闭环。

图 ４　 服装设计评价模型的应用过程

４　 结　 语
本文的逻辑模型概括表现了服装设计评价活动所

需的支撑系统、评价活动的过程、评价活动的人员以及

评价活动的理论与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 该模型适用

于各种类型的服装设计评价，服装设计大赛参赛作品

评价、企业内部阶段性设计评价、面向买手与代理商的

新品样衣评价以及面向消费者的成品设计评价均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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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３）针迹密度应选择 ０．２ ～ １ ｍｍ，当密度较大时，
应匹配小号的绣花针和较细的绣花线，在适当范围内

增加针密可以改善图案收缩拉伸的问题。
（４）榻榻米针、平包针刺绣图案的收缩拉伸较为

明显，可通过加入打底针和下缝针迹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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