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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成形毛衫 Ｃ 形编织工艺与应用

李　 珂， 吴志明
（江南大学 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为进一步提高全成型毛衫设计师开发全成型款式的能力，以四针床电脑横机为基础，对 Ｃ 形编织原理和设计应用进

行研究。 研究认为，Ｃ 形编织分为前后针床交替编织和前后针床分别编织两种编织工艺，常用于全成形毛衫的局部开

口设计。 通过具体的编织实例，分析了 Ｃ 形编织工艺与技术的特点，提出了将其应用到全成形毛衫中的设计方法，满
足毛衫功能性与装饰性的要求，为全成形毛衫的设计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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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床电脑横机制作全成形毛衫是依靠 ４ 个针床

相互配合，运用筒装编织方式，一次性编织出整件毛

衫，且毛衫没有接缝。 与传统工艺相比，全成形编织不

仅效率高，而且对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小，下机后无需

再经过人工套口、缝合等工序，同时也减少了因衣片裁

剪所造成的原料浪费［１］。 Ｃ 形编织是四针床全成形电

脑横机独有的编织方式，其在圆筒编织的基础上运用

Ｃ 形编织形成开口，主要应用在毛衫的领部、下摆处、
袖口、门襟等部位，也可以用于大身处做镂空设计，丰
富了全成形毛衫的款式。 本文以岛精四针床全成形电

脑横机为基础，探讨四针床电脑横机全成形毛衫中的

Ｃ 形编织工艺，旨在为全成形毛衫设计生产提供思路

和方法。

１　 Ｃ 形编织的原理
四针床电脑横机制作全成形毛衫是通过 ４ 个针床

的配合形成筒状，因此，其成形编织是以圆筒编织为基

础。 Ｃ 形编织是指在编织时需要开口的位置的织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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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编织，另一部分织针进行编织，从而形成开口。 由

于编织过程类似于形成 Ｃ 字，因此被称为 Ｃ 形编

织［２］。 Ｃ 形编织分为前后针床交替编织和前后针床分

别编织（后针床编织结束后，前针床编织）。 Ｃ 形编织

与局部编织相似之处在于都会有部分停止编织，但是

局部编织时，不参与编织的织针上始终握持线圈，而 Ｃ
形编织时，不参与编织的织针上并未握持线圈［３］。 在

Ｃ 形编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收、放针或者配合局部编

织的方式来改变衩口的形状。 图 １ 为应用 Ｃ 形编织

技术编织的平针织物线圈图。

图 １　 Ｃ 形编织线圈图

Ｃ 形编织技术在全成型毛衫中常见的应用部位及

编织结构为：领部，Ｖ 领、开襟领；底摆，前开衩、后开

衩；门襟，扣眼、开衫；衣身，镂空设计。 在编织全成形

毛衫时，Ｃ 形编织丰富了全成形毛衫的造型，使得全成

形毛衫的款式结构多变。

２　 Ｃ 形编织工艺
２．１　 前后床交替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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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形编织的应用部位不同，具体的编织过程也会

有所不同。 通常在下摆、门襟、Ｖ 领开领处进行 Ｃ 形编

织时会以前后针床交替编织的方式进行，纱嘴的运行

轨迹见图 ２。 图 ２ 中，Ｂ 表示后针床，Ｆ 表示前针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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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纱嘴运行轨迹

由于四针床电脑横机编织系统与翻针系统是分开

的，在编织 Ｃ 形平针结构时只需要用 Ｓ２ 系统（编织系

统）带着纱嘴进行编织即可；编织 Ｃ 形罗纹结构时则

需要 Ｓ１ 系统（先行的翻针系统）和 Ｓ３ 系统（后行的翻

针系统）配合翻针，Ｓ２ 系统进行编织。
２．２　 前后针床分别编织

采用四针床电脑横机进行 Ｃ 形编织时通常使用

前后针床交替的方式进行编织，只有在形成肩部、运用

引返时（如图 ３ 阴影部分所示），Ｃ 形编织由前后针床

交替编织变为先后针床编织，即后针床编织结束后，前
针床开始编织。

图 ３　 Ｖ 领编织

编织到此处时，大身由圆筒编织变为非圆筒编织。
后片先进行编织，会出现前后片纵向尺寸的差异，由于

此时前后片不进行连接，因此不需要考虑拉力的改变。

３　 Ｃ 形编织在全成型毛衫中的应用

３．１　 Ｃ 形编织在领部的应用

衣领是服装上至关重要的部分，领部的设计是毛

衫整体设计的重要环节之一［４］。 毛衫领部设计包括

领高、领宽、领围线形状与领部组织结构设计，通过改

变领宽、领围线的形状及组织结构可实现领部形态多

样化［５］。
３．１．１　 领部的特征

Ｃ 形编织会影响 Ｖ 领的领宽，领宽大显得宽松、随
意，领宽小则相对拘谨、严肃。 通过改变收针针数或收

针的频率可控制 Ｖ 领领围线的斜度，小 Ｖ 领给人秀气

之感，大 Ｖ 领则显得大气。 在后领处运用 Ｃ 形编织形

成后 Ｖ 领，会显得性感。 由于 Ｖ 领底部呈现尖锐的锐

角，给人严肃、尖锐的感觉，通常会在领部的设计中将

Ｃ 形编织与局部编织相结合，在领边形成波浪形轮廓，
弱化 Ｖ 领的尖锐感，给人活泼、华丽的感觉［６］。 开襟

领通常会与圆领配合使用，在圆领平收部位运用 Ｃ 形

编织，形成开襟。 可做纵向分割，也可以做斜向分割。
运用 Ｃ 形编织形成的不同领型见图 ４。 与普通横机相

比，运用 Ｃ 形编织形成领部开口避免了开口不平直等

常见的弊病，同时也减少了下机后的缝合步骤，保证了

领部线条的流畅感。

图 ４　 Ｃ 形编织领型

３．１．２　 编织实例

以 Ｖ 领全成型针织男款毛衫编织为例，见图 ５，其
运用 ２０．８ ｔｅｘ×２ 纯羊毛纱线在岛精 ＭＡＣＨ２ＸＳ １５３ １２
型针织机上采用平针组织配合 Ｃ 形编织方式编织而

成。

图 ５　 Ｖ 领男装毛衫

领部采用 ６ 号纱嘴进行编织，即大身编织纱嘴。
Ｖ 领编织开始时，前后针床交替编织 ８ 行，大身编织由

圆筒编织变为 Ｃ 形编织进行开领。 开领行数可变，但
必须为偶数行。 Ｖ 领开领编织工艺见图 ６。 图 ６（ａ）表
示默认的开领前的初始状态，此时中间两根织针停止

工作形成开口；图 ６（ｂ）表示机头从左向右行进，编织

系统 Ｓ２ 带纱嘴，编织后片第一行；图 ６（ｃ）表示机头从

右向左行进，编织前片右边第一行，图 ６（ｄ）表示机头

从左往右行进，编织前片第二行；图 ６（ｅ）表示机头从

右往左行进，编织后片第二行；图 ６（ ｆ）表示机头从左

往右行进，编织前片左边第一行；图 ６（ｇ）表示机头从

右往左行进，编织前片左边第二行［７］。 前后针床交替

使用，不断重复以上过程，编织 ８ 行完成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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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Ｖ 领开领编织工艺

开领结束后，Ｃ 形编织配合收针形成 Ｖ 字形。 由

于四针床电脑横机只有后针床能完成摇床指令，因此

收针时由前下针床和后上针床配合进行领部收针。 领

部收针运用明收针，收针幅度为 ２。 根据设计效果，每
编织 ４ 行，左右领各收 ５ 针，编织 １２ 行；每编织 ６ 行，
左右领各收 ５ 针，编织 ３６ 行；每编织 ８ 行，左右领各收

５ 针，编织 ９６ 行形成 Ｖ 字形。 以这种收针方式得到的

领围线由缓到陡，给人以简洁、干练的感觉。 编织到肩

部引返开始处，Ｃ 形编织由前后针床交替编织变为先

后针床编织，后针床编织结束后，前针床开始编织形成

剩下部分的 Ｖ 领。
３．２　 Ｃ 形编织在底摆处的应用

底摆是毛衫设计中的重要设计部位，在四针床电

脑横机中可利用 Ｃ 形编织开衩。 全成形毛衫衩口的

形式多样，有实用性的衩口，也有装饰性的衩口。 运用

Ｃ 形编织可以形成前开衩、背开衩，但是侧开衩不属于

Ｃ 形编织。
３．２．１　 全成形毛衫底摆开衩的特征

开衩被广泛地运用在全成型毛衫底摆的设计中，
由于四针床电脑横机独特的 Ｃ 形编织工艺，使得全成

形毛衫的开衩避免了后期工艺所造成的开衩歪斜不顺

直、不平服或者重叠过大过小，衩下角左右不齐等常见

弊病［８］。 由于从圆筒编织变为 Ｃ 形编织进行开衩时，
只允许两根织针停止编织，因此利用 Ｃ 形编织形成衩

口的形状都是沿着编织方向由小衩口开始，配合收放

针等方式来改变衩口形状，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Ｃ 编下摆开衩

３．２．２　 编织实例

以前侧开衩全成形针织女上衣为例，见图 ８，其运

用 １２．１ ｔｅｘ×２ 毛腈混纺纱线在岛精 ＭＡＣＨ２ＸＳ １５３ １２
型针织机上编织而成，前开衩 １０ ｃｍ 的设计给原本略

显单一的造型增添了俏皮感。

图 ８　 前侧开衩女上衣

编织时主要采用的是 ６ 号纱嘴（大身编织纱嘴），
编织方式与 Ｖ 领开领时相同。 编织时需注意，Ｃ 形编

织部位必须为偶数行，以保证机头的行进方向正确。
３．３　 Ｃ 形编织在门襟处的应用

门襟是针织服装布局的重要分割线，兼具功能性

与装饰性，它对针织服装的外部轮廓会产生影响，是进

行针织服装设计的关键。 全成形针织服装通常在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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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运用 Ｃ 形编织形成门襟开口。 由于平针针织面料

具有卷边性等弱点，在针织开衫的门襟处常采用一些

特殊的设计方法，形成针织开衫独特的装饰性。
３．３．１　 门襟的特征

全成形针织毛衫的门襟在造型上可分为对称式和

不对称式两大类。 绝大多数的开衫都选择对称式门襟

结构，显得端庄、平衡；不对称门襟具有活泼、轻松的特

征，一般与领部造型或下摆结构相配合［９］。 全成形针

织开衫的设计点在于 Ｃ 形编织与组织结构的结合，最
为常见的是正反针在门襟处的应用，能使衣边平整，又
能使整体造型生动，从而增加装饰效果。
３．３．２　 编织实例

以针织女开衫为例，见图 ９，其运用 ２０．８ ｔｅｘ×２ 毛

腈混纺纱线在岛精 ＭＡＣＨ２ＸＳ １５３ １２ 型针机上编织而

成。 该款女开衫为对称门襟设计，在门襟处运用空转

形成双层组织防止卷边，给人简洁、端庄的感觉。

图 ９　 针织女开衫

编织时，大身部位主要采用的是 ６ 号纱嘴（大身

编织纱嘴），下摆为 Ｃ 形罗纹，编织过程中 Ｓ１、Ｓ２、Ｓ３
系统都进行工作。 后片罗纹的编织工艺见图 １０。 图

１０（ａ）表示的是 Ｃ 形罗纹编织的初始状态，机头从左

到右行进；图 １０（ｂ）表示翻针系统 Ｓ１ 将后下针床上的

线圈翻到前上针床对应的织针上，同时由 Ｓ２ 系统带进

纱嘴；图 １０（ｃ）表示后下针床上的罗纹进行编织；图 １０
（ｄ）表示由 Ｓ３ 系统将其翻到后下针床，完成后片罗纹

排针第一行的编织。 以上各动作在一行上编织完成。

图 １０　 后片罗纹编织工艺

前片罗纹编织工艺见图 １１。 图 １１（ａ）表示机头从

右向左运行至罗纹开口处，翻针系统 Ｓ１ 将前下针床上

的线圈翻到后上针床对应的织针上；图 １１（ｂ）表示 Ｓ２
系统带进纱嘴，编织前上针床上的罗纹；图 １１（ｃ）表示

Ｓ３ 系统将后上针床上的织针翻到前下针床对应的针

位，完成前片右边罗纹排针第一行的编织。 图 １１ 的编

织过程均是在机头从右向左行的一行编织过程中完成

的。 机头右行时重复以上的翻针动作，编织右边罗纹

排针第二行。 左边罗纹排针的编织方式与右边罗纹排

针的编织方式相同。 不断重复以上动作，可得到一定

高度的 Ｃ 形罗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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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前片罗纹编织工艺

衩口开在中间，大身编织方式与 Ｃ 形平针编织方

式相同。 门襟开口处的一列通常为正针，目的是为了

形成自然的凸起，给人拷针的感觉，使得门襟处线条美观。
３．４　 Ｃ 形编织在衣身处的应用

在传统毛衫中，通常通过移圈、集圈、脱圈、裁剪或

后处理等方式形成镂空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纱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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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受到的牵拉张力、毛衫自身结构等因素［１０］。 运用 Ｃ
形编织在四针床电脑横机上制作镂空花型时，某些织

针停止编织，并且织针上不再握持线圈形成开口，不用

考虑因移圈所产生浮线的拉力。 镂空设计实例见图

１２。 如图 １２ 所示，虽然和传统毛衫编织方式不同，但
同样能达到理想的镂空效果。 在实际编织设计时，必
须要考虑 Ｃ 形编织工艺的特殊性，镂空效果通常为沿

着横机纵向编织方向开始，配合收放针改变镂空效果。

图 １２　 镂空设计实例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分析 Ｃ 形编织原理，结合编织实例，将 Ｃ

形编织技术应用于全成形毛衫设计中，实现功能性与

装饰性的完美结合，为全成形毛衫的局部设计提供设

计思路，大大提高毛衫产品开发的多样性。 Ｃ 形编织

技术简单，但创新开发时应控制好毛衫 Ｃ 形编织区

域，避免华而不实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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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部位及数值大小等都会对毛衫的编织产生影响。
在编织完罗纹后，立即需移针编织，不断的翻针和摇床

动作会给纱线带来压力，此时，拉布装置起到起底板的

作用，排布罗拉还未能夹住织物，所以在毛衫左右两边

很容易因为拉力不匀等问题导致破洞。 为了顺利编

织，保证成品质量，应采取如下措施：（１）需多次调试

设备，找到最合适的纱环长；（２）将大身的废纱编织加

长至排布罗拉能夹住织物，一般为 １１９ 行；（３）经多次

试验发现，在四针床上做全成形整片移针图案存在各

种不稳定因素，如纱线的牢固程度、编织速度的快慢、
移针花样的具体组成等，调机工艺需具体分析。

下机完成后，将领口拷针处打结并藏好线头，拆除

废纱并将其他位置的线头藏好，编织实物效果图见图 １０。

图 １０　 编织实物效果图

４　 结　 语
本文研究了四针床的针床配置与编织技术，详细

探讨了四针床对全成形毛衫组织结构的优势、限制以

及不同的工艺处理方式。 研究发现：四针床在更好保

持组织结构连续与完整的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工艺要

求；在组织结构设计时，不仅需要考虑四针床本身的限

制因素，还需注意调试横机等的不稳定因素。 本文目

前只研究了全成形组织结构大方向上的优势与限制，
后期将对全成形毛衫局部结构处的组织图案编织工艺

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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