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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变化的欧普艺术风格提花
织物设计研究与实践

裘钱熠，周 赳
( 浙江理工大学 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 为研究开发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分析了欧普艺术构成及其风格特征，进一步结合数码提花
设计技术，提出基于结构变化的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创新设计原理和方法。从图案和组织结构设
计这两方面进行创新设计，将本属于工艺设计范畴的织物组织通过变化设计后应用于欧普艺术风格
图案中点、线、面等特征的设计，打破工艺和设计之间的界限。通过设计实践，采用提花工艺获得的
面料效果新颖，为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的创新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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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jacquard fabric of Optical art
style based on structur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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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jacquard fabric of Optical ( OP) art style，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P art． Further，innovative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jacquard fabric of OP art style based
on structure change was put forward after combining digital jacquard design technique． Innovative design was
conducted from two aspects including pattern and weave structure． Through the change design，the fabric weave
which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technology design was applied to desig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 art style pattern，
such as dot，line and plane，and it breaks the boundary between technology and design． It is found through practice
that the effect of fabric by jacquard technology is novel，and it provides a new train of thought for innovative design of
jacquard fabric of OP art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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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艺术［1］是一种光效应艺术，其通过色彩、形
态的巧妙变化与布置产生空间视幻效果，因此又被
称为“视幻艺术”或“知觉抽象”。欧普艺术的独特性
和新颖性为纺织、服装等的设计领域开辟了新空
间［2-3］，并得到了扩展应用。20 世纪 60 年代，对于欧
普艺术在纺织、服装中的设计应用是将具体某一作

品直接应用，如维克多·瓦萨雷利和布里奇特·赖
利的绘画作品经常被设计师青睐。面料以黑白色调
为主，表现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4］。现代设计师对
欧普艺术的创新设计形式呈现多元化，他们注重将
欧普艺术特殊视觉风格巧妙运用到纺织品面料设计
中。具体来说，就是运用点、线、面及其变化形成的
直线、折线、曲线、三角形、圆形与多边形等设计元
素，按照一定的规律将设计元素进行周期性排列，并
且运用黑白或其他色彩来造成视觉上的运动感和秩
序感［5］。经过分析，目前市场上欧普艺术风格面料
主要是通过数码印花工艺来体现的。采用数码印花
技术设计开发的欧普艺术风格面料，色调明快、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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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表现更为直接、透彻，但对织物表面的视觉肌
理和触觉肌理均表现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
文根据欧普艺术的点、线、面构成原理及其视觉特
征，采用组织结构变化的方式设计出欧普艺术风格
图案。进而与提花织物设计方法相结合，形成基于
结构变化的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创新设计方法。

1 欧普艺术的基本特征
欧普艺术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是

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6］，其表现的艺术形式是欧
普艺术家经过精密计算方式所产生的。欧普艺术主
要以简单的黑白或不同色彩几何图形，通过重复、对
比等艺术形式巧妙地组合成图案，构造出视错觉或
空间变形的效果，使观察者从不同角度观赏会有所
变化［7］。欧普艺术绘画作品有视觉上的运动感和闪
烁感，图 1( a) 是代表人物布里奇特·赖利创作的波
纹图案，位置稍稍错开的两个波纹图案组合在一起
使作品在视觉中形成起伏波动的变化感; 图 1 ( b)
是另一代表人物维克多·瓦萨雷利创作的作品《斑
马》，相间排列的黑白曲线条纹使画面呈现出一种
动感［8］。

图 1 欧普艺术代表作品
Fig． 1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OP art

2 设计原理与方法
2． 1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设计原理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设计主要分为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图案设计和提花织物结构设
计两部分。在图案设计中，为了使其更具视觉感和
肌理感，本文将变化后的织物组织作为元素运用到
欧普艺术风格图案中，即由织物组织表现图案的肌
理。考虑到织物组织元素组合排列与色彩运用是影
响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图案视觉效果的主要因
素，因此在图案创新设计时要考虑欧普艺术风格图

案的结构形式、织物组织元素与色彩这三者之间关
系。在提花织物结构设计部分，根据织物效果合理
选用不同组织。具有肌理效果的结构变化欧普艺术
风格图案与组织结构设计两部分结合起来，可以设
计出有丰富纹理效果的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
面料［9］。设计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结构变化的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设计流程
Fig． 2 The design process of jacquard fabric of

OP art style with structure change

2． 2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设计方法
2． 2． 1 设计流程

在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面料创新设计过
程中，通过织物组织变化方式来设计欧普艺术风格
图案是至关重要的。织物组织变化设计是将织物组
织元素与数学学科中排列组合原理相结合进行的，
简单的织物组织元素随机增加或减少经组织点后，
经变化设计得到织物组织元素库。从织物组织元素
库中选取合适的元素经放大、排列组合后来设计欧
普艺术风格图案，即得到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图
案。设计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图案设计流程
Fig． 3 The pattern design process of OP art style with

structure change

2． 2． 2 织物组织元素变化设计
设计选用 2 /2 方平组织为基础，以增加 3 个经组

织点和减少 2 个经组织点为变化设计。本文以图 4
( a) 的 2 /2 方平组织元素为例具体描述。
2． 2． 2． 1 增加 3 个经组织点

图 4( a) 的左上和右下都是由 4 个纬组织点构成
的空白区，增加 3 个经组织点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只
在一个空白区增加点，二是两个空白区均增加点。
根据排列组合共有 2 × C3

4 + 2 × C1
4 × C2

4 = 56 种，图 4
( b) 是得到的织物组织元素库。
2． 2． 2． 2 减少 2 个经组织点

同样地，图 4( a) 的左下和右上都是由 4 个经组
织点构成的非空白区，减少 2 个经组织点也有两种
方法:一是只在一个非空白区减少点，二是在这两个
非空白区均减少点。排列组合共有 2 × C2

4 + C
1
4 × C

1
4 =

28种，得到的织物组织元素库如图 4( 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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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 /2 方平组织元素变化设计示例
Fig． 4 The example of the element change design of 2 /2 basket weave

进一步推算可知，对 2 /2 方平组织增加 0 到 8 个
经组织点和减少 0 到 8 个经组织点可以产生的织物
组织元素的数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2 /2 方平组织变化设计可产生的元素数目
Tab． 1 The number of elements produced by the

change design of 2 /2 basket weave

空白( 非空白)
区域增加( 减少)
的经组织点个数

组织元素个数

0 1

1 2 × C1
4 = 8

2 2 × C2
4 + C

1
4 × C

1
4 = 28

3 2 × C3
4 + 2 × C1

4 × C
2
4 = 56

4 2 × C4
4 + 2 × C

1
4 × C

3
4 + C

2
4 × C

2
4 = 70

5 2 × C1
4 × C

4
4 + 2 × C

2
4 × C

3
4 = 56

6 2 × C2
4 × C

4
4 + C

3
4 × C

3
4 = 28

7 2 × C3
4 × C

4
4 = 8

8 C4
4 × C

4
4 = 1

共计 256

2． 2． 3 织物组织元素组合设计
实际应用中，可以将上述某一个织物组织元素

直接选用，也可以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织物组
织元素组合成一个新的织物组织元素。考虑上面所
述两个“空白区”、两个“非空白区”都分别呈对角线
状，因此如果单独选用一个织物组织元素时，很多元
素其实是相同的，多因素组合时才有所不同。图 5
和图 6 为 2 /2 方平组织元素在 2 × 2 模块中的组合，
其中图 5 为减少 2 个经组织点的双元素组合，图 6 为
增加 3 个经组织点的四元素组合。
2． 3 组织元素在欧普艺术风格图案中的应用要点

欧普艺术风格图案主要是由点、线、面等几何元
素通过变换设计形成的一种图案。组织元素在欧普
艺术风格图案中的应用通常是根据其表现的肌理效
果来决定的。

图 5 2 /2 方平组织双元素组合设计示例
Fig． 5 The example of double-element combination

design of 2 /2 basket weave

图 6 2 /2 方平组织四元素组合设计示例
Fig． 6 The example of four-element combination

design of 2 /2 basket weave

2． 3． 1 不同图案中的组织元素选配
点可以活跃空间，也可以成为图案中的一种肌

理表达元素;点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肌理单元，也可以
密集排列形成肌理效果。在欧普艺术风格图案设计
中，点的肌理表现可以选用缎纹组织元素。线有直
线、折线、曲线之分，直线表达出横向无止境延伸; 折
线带给人坚硬、锋利的感觉; 曲线具有柔和、优雅的
特性。为了表现欧普艺术风格图案中具有个性特点
的线条肌理效果，组织元素常常选配斜纹及其变化
组织元素。面具有较强的视觉性，三角形和方形这
些带棱角的面给人尖锐、直爽和稳定的视觉感受; 圆
形和弧形这类不带棱角的面给人充满人性化、韵律
感的感觉。面的肌理效果在欧普艺术风格图案表现
中常选用平纹及其变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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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同一图案中不同花纹层次中的组织元素选配
在同一图案中，选择不同的组织元素可以产生

不同节奏、规律、韵律变化的肌理效果。重复的肌理
效果是由同一个组织元素连续进行组合形成的。在
设计欧普艺术风格图案重复肌理效果时，选择任意

组织元素都可以产生整齐规律的艺术效果。渐变的
肌理效果是由多种变化元素组合形成的，具有较强
的韵律性。在设计欧普艺术风格图案渐变肌理效果
时，组织元素可以从缎纹组织的影光组织元素库中
选择。图 7 为 5 枚缎纹影光组织元素库。

图 7 5 枚缎纹影光组织元素库
Fig． 7 The element database of the shaded weaves of 5 equatorial plane

3 设计实践
3． 1 试样实践

根据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的设计方
法，现通过设计实例对设计方法的可行性进行验证。
3． 1． 1 试样规格参数

本文中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 Ⅰ) 和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 Ⅱ) 均采用主纹针
为 2 400 针的电子提花机进行织造，具体的织造工艺
参数分别见表 2、表 3。
表 2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 Ⅰ) 工艺参数
Tab． 2 Technological specifications of jacquard fabric of

OP art style with structure change ( Ⅰ)

参数 经线 纬线

原料
55． 6 dtex
涤纶丝
( 黑色)

甲纬: 83． 3 dtex涤纶丝( 白色)
乙纬: 83． 3 dtex 涤纶丝( 蓝色)
丙纬: 166． 7 dtex 收缩丝( 黑色)

纬纱比例: 1︰1︰1
密度 750 根 /10 cm 750 根 /10 cm

意匠循环 2400 针 × 2400 纬
花幅 32 cm × 32 cm

组织结构 16 枚缎纹组织、平纹组织

表 3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 Ⅱ) 工艺参数
Tab． 3 Technological specifications of jacquard fabric of

OP art style with structure change ( Ⅱ)

参数 经线 纬线
原料 55． 6 dtex涤纶丝( 白色) 83． 3 dtex涤纶丝( 黑色)
密度 750 根 /10 cm 800 根 /10 cm

意匠循环 2 400 针 × 2 560 纬
花幅 32 cm × 32 cm

组织结构 8 枚缎纹组织

3． 1． 2 图案与结构设计
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图案设计( Ⅰ) 是以织物

组织中的平纹组织为设计灵感源，交织线条形成一
个变形平纹组织形状的欧普艺术风格图案，如图
8( a) 所示。根据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图案中织物

组织元素的变化设计方法，将 8 枚 5 飞的缎纹组织元
素进行变化设计，从得到的织物组织元素库中选取
合适元素经放大、重复组合排列后应用于图 8 ( a) 的
设计中，得到图 8( b) 的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图案，
具体细节部分如图 8( c) 所示。结构变化欧普艺术风
格图案设计( Ⅱ) 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不规则的曲线，
得到的欧普艺术风格图案如图 9( a) 所示。将织物组
织元素应用于图 9( a) 中，得到图 9( b) 的结构变化欧
普艺术风格图案，具体细节部分如图 9( c) 所示。

图 8 结构变化的欧普艺术风格图案设计( Ⅰ)
Fig． 8 The pattern design of OP art style with

structure change( Ⅰ)

图 9 结构变化的欧普艺术风格图案设计( Ⅱ)
Fig． 9 The pattern design of OP art style with

structure change( Ⅱ)

在提花面料组织结构设计的过程中，主要有单
层、重纬、重经、双层这四种基本类型［10］。结构变化
的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 Ⅰ) 是重纬组织结构，采
用一组经线和三组纬线组合设计方式。两组普通的
涤纶纬纱分别称为甲纬和乙纬，用于设计花部; 丙纬
为高收缩丝，用于表现织物独特的起皱风格，组织结
构选用平纹组织和 16 枚缎纹组织。结构变化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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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 Ⅱ) 是单层结构，采用一组经
线和一组纬线，组织结构选用 8 枚缎纹组织。
3． 1． 3 试样效果与分析

最终的面料实物图如图 10 所示。图 10( a) 可见
织物表面有独特的起皱效果，且不同组织元素的点
缀改变了原先基础图案的单一，达到了欧普艺术风
格提花织物的创新效果。图 10 ( b) 中织物组织元素
的结构变化设计不仅带来视觉上黑白色彩的渐变，
而且使画面富有层次感。

图 10 结构变化的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试样
Fig． 10 The samples of jacquard fabric of OP art style with

structure change

4 结 语
欧普艺术风格图案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视觉效果

的图案，已经被大众认同。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结
构变化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物设计方法，通过组织
结构变化的方式设计出欧普艺术风格图案，应用于
提花织物的创新设计。设计实践表明: 简单的织物
组织结构通过规则或随机组合后可以用于设计变幻
效果欧普艺术风格图案，实现从简单的组织结构图
到复杂欧普艺术风格图案的转换; 再通过数码提花
的二次结构设计，以组织结构设计、织物原料差异化
设计、纱线排列组合设计来强化预期的欧普艺术效
果，可以实现基于结构变化的欧普艺术风格提花织
物的设计，该创新面料融合了两次结构变化的因素，
使设计的提花织物更具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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