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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模板缝制工艺与设备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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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装制造行业近年来正在积极从传统服装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模板缝纫技术和自动模板机的应用

是转型过程中重要的技术形式。文章通过文献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某工厂的改善案例，对比传统

缝制工艺，详细描述了模板缝纫工艺的应用效果，说明模板缝纫技术对缝制生产自动化的意义重大。通过梳理模

板缝纫机的分类及挖掘模板技术的优势，总结了模板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指出模板机智能设计与缝制一体化、
智能物联及机器人式的全自动化将是未来模板机发展的重要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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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lothing template sew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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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r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en actively transforming from traditional clothing
manufacturing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recent years． Template technology of sewing and automatic
template was an important form of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reformatory case was
analyzed in detail application effect of template sewing technology by the method combined literature
analysis with case analysis． Template sewing technology had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ewing production
automation． The technology advantages were studied by combing classification of template sewing
machine． It was concluded that a unit of intelligent design and sewing，smart union and robotics
automation are the important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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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材料在加工过程中易发生形变，其位置和

形态也难以把握，轻微的操作误差会对加工质量造

成很大的影响。纺织面料是典型的柔性材料，其在

低负荷下的拉伸性能、弯曲性能、剪切性能、压缩性

能等呈现出柔软、易变形的特征［1］。由于纺织面料

的形变是由弯曲刚度、拉伸模量、切变模量等多个参

数共同决定［2］，因此对其变形预测以及形状控制的

难度很大。将柔性材料夹在刚性板材中，使其具有

固定的形态和位置，就能实现柔性材料的机械化加

工。服装模板是充当固定服装裁片的刚性板材，一

种能辅助服装缝制加工，在缝制过程中起到稳定裁

片位置、固定缝制线迹、简化缝制工序和操作技术要

求的专业工艺模具［3］。
近几年，模板技术以及相关的模板设计与应用、

设备开发等理论和实践成果日益丰富。在模板技术

原理方面，文献［4－5］探讨了模板的设计原则、开发

流程、模板的作用。模板的设计应秉承降低工艺难

度、提高生产效益的原则，模板的开发流程包括模板

的设计、切割、组装、试缝和优化。张志斌等［5］从工

业工程的角度切入，探讨了模板技术对于服装 IE 实

行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对工序分析、生产线优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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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作业等环节的研究，提出服装工艺模板设计及

运行过程智能化的构想。模板的设计开发层面，刘

锋等［6］总结模板工艺中相对复杂的 3 类模板———止

口工艺模板、内部叠加工艺模板和内部拼接工艺模

板，并且制定出相应的模板开发方案。文献［7－9］
则探究了圆形双层袖级、双嵌线袋、袋盖、贴袋等零

部件工艺模板的开发技术。缝制袖级时会出现两端

圆角不对称、圆角外翘、底袖级外露、左右袖级不对

称等质量问题，而通过设计的模板车缝槽来确定袖

级的形状，可以实现圆形袖级外观的一致性，减少了

工艺操作环节; 将模板技术运用到双嵌线口袋缝制

时，不仅减少了缝制工艺中的熨烫步骤，而且减少了

划线对齐的时间，因此缝制效率提高 1 倍多; 传统袋

盖制作的步骤是先画好口袋的位置和形状，再由缝

制工人沿着画位线迹进行车缝。车缝时则容易出现

左右袋盖高低不等、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等现象，利

用免烫一次成型模板既可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且

只需摆放裁片，车缝 2 道工序，相比传统缝制方法节

约 40 多秒的时间。张志斌［10］进行夹克口袋模板的

优化实验，结果表明将传统的缝制工艺进行优化后

再将工艺模板化，能减少工序，简化工艺。朱聪聪

等［11］从模板机的分类出发，探讨应用在简易模板

机、半自动模板机以及全自动模板机上各工艺模板

开发要点。杨璨等［12］提出利用模板完成文胸捆碗

工艺的设想，着重阐述捆碗工艺的模板设计要点，而

对于具体的立体模板的制作缺乏详细的说明。模板

设备层面，文献［13－14］探究了自动模板缝纫机的

机械系统技术，孙玉龙等［13］完成模板缝纫机的布料

进给自动化以及自动断线、自动抬压脚等自动化实

现，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却存在缝制转速低、线迹

不平滑等问题。张华玲等［14］提出基于机器识别的

全自动缝纫技术构想，该构想是基于智能视觉技术

的全自动服装模板缝纫技术，通过设计一个可沿

X /Y /Z 3 个方向自由运动的机械本体，完成对面料、
PVC、皮革等不同材料的裁剪和制模，运用智能视觉

技术软件进行信息采集，自动生成样片完成智能轨

迹规划并通过嵌入式平台驱动机械本体的顺序动

作，实现服装缝制全自动化。
为了梳理模板缝制技术应用现状及模板缝纫机

的发展情况，本文从全自动模板机的分类、模板技术

的作用、技术优势和技术瓶颈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得出关于模板缝制设备未来发展方向的几点思考。

1 模板技术运用的意义

汽车、建筑等刚性材料的自动化、全自动化、智
能化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智能化制

造模式，“智慧工厂、黑灯工厂”等概念日益成为现

实。而通常被人们误解为简单、低端的柔性材料加

工行业，其智能化生产之路尚未开启。服装面料类

柔性材料的抓取、定位、自动缝制等，仍属于世界级

难题，需要服装产业者找到简洁易用的工程技术和

解决方案，以应对人力资本急剧上升、从业人员日益

减少的窘境。
另一方面，服装模板技术正在成为服装企业提

效增绩的重要抓手。服装模板技术是实现由柔变刚

的高效技术解决方案，柔性材料刚性化后，即可与缝

纫设备配合，实现半自动缝制。服装模板缝制技术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于实现缝制生产自动化、减
少缝制生产线人力依赖、提升生产系统的效率及效

益等，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板缝制技术在服装、
家纺等生产企业得到广泛的应用，生产效率得到大

幅提升，但是这种技术应用于服装家纺等领域的完

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还有许多技术上的难题需要

克服。

2 模板机的分类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发明了服装模板技术，夹

具的材质是钢板，由于钢板的实用性差、成本高没有

得到推广，后来有机玻璃的利用使得模板技术在世

界上得到广泛运用。现在企业广泛使用的是透明

PVC 板，相似的是模板缝纫机的发展也经历了 3 个

阶段。
2. 1 按自动化程度分类

模板机的发展大概经历了 3 个阶段，分别是简

易模板机、半自动模板机、全自动模板机，这 3 类模

板机在我国的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服装企业中同

时存在。
2. 1. 1 简易模板机

指在普通的缝纫机上改装压脚、送布齿、针板等

零件，以适应服装模板缝制的机器。这种模板机的

成本相对较低，原理简单，能减少人为因素产生的残

次率，但是需要人为对服装模板进行工序识别，需要

人工送料，调整送布方向。一般中小服装企业应用

较多。简易模板机通常用来缝制领子、袋盖、袖开衩

等幅面小、未进行多工序合并、工艺简单的模板。适

用于简易模板机的模板示例见图 1。
2. 1. 2 半自动模板机

由于半自动模板机机头比传统缝纫机的机头

长，故也被称为长臂车。其在简易模板机的功能基

础上还具有模板自动识别功能，线迹均匀稳定 ( 远

离夹料点的缝线易走位) ，特有的上下点号笔可以

为下道工序进行缝制前准备。半自动模板机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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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适用于简易模板机的模板示例

编程性，可事先设定工艺参数，如针距、缝纫走向以

及特殊缝制要求，能实现企业多工序标准作业。半

自动模板机能缝制高难度花型，也适用于 Y 向长度

较大的花型缝制，但半自动模板机操作范围有一定

的局限性，如大型的后片拼缝工艺就难以实现。长

臂模板机车缝模板见图 2。

图 2 长臂模板机车缝模板

2. 1. 3 全自动模板机

全自动模板机见图 3。全自动模板机指由一个

可沿 X 和 Y 方向运动的机头和其他辅助部分构成，

具有自动识别模板、一键式缝制、自动断线、自动润

滑等自动控制功能的模板机。这是根据市场上现有

的自动模板机下的定义，以后自动模板机的功能外

延会更加丰富。羽绒服的绗缝花型模板、双针线迹

模板、多工序合并类型的模板缝纫可在全自动模板

机上完成。使用全自动模板机缝纫可以实现工厂

“一人多机”“一机多模”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缝

制效率，而且，操作者的技术对产品的缝制质量几乎

没有影响，既可以解决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又能

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2. 2 按缝制单元分类

根据缝制的部位不同，常见的模板应用有装领、
装拉链、做袖克夫、绗缝、开袋、做贴袋等十多种。所

以自动模板机又被分为绗缝模板机、贴袋模板机、开
袋模板机以及多功能自动模板机。

3 模板应用效果

模板主要由扇面和操作辅助元素构成。扇面即

图 3 全自动模板机

模板的主体，通常用 PVC 材料制作，操作辅助元素

指参考点、参考线、防滑条、吃缝量控制条和定量控

制条等。参考点及参考线能帮助操作人员迅速确定

裁片位置，防滑条则用来固定裁片、防止裁片滑移，

吃缝量控制条和定量控制条的作用分别是简便快速

确定吃缝量和褶裥量。
本文通过分析 A 工厂模板改善的案例，对比传

统的缝制工艺计算出利用模板进行优化后的工时对

比、效益对比和工艺评价，可以看出模板技术的应用

明显提高了工厂的效益，降低了缝制难度。
3. 1 雪纺长袖衫

雪纺长袖衫款式图见图 4。圆领雪纺长袖衫缝

制织带花边工序的常规做法是先扫粉画位，然后再

用平车单边车缝。由于面料具有柔软、难定形的特

性，缝制用时较长，而且容易出现吃势不均匀、左右

不对称的现象。另外由于该款服装的织带花边宽

4 cm，难以用拉筒辅助缝制。

图 4 雪纺长袖衫款式图

A 工厂使用模板后直接将织带和裁片按照顺序

放置在事先设计好的模板中，再在简易模板车上车

缝即可。织带花边模板实物图见图 5。通常，设计

模板时会在相应的扇面上绘制参考点和参考线，工

人在摆放雪纺类滑爽、柔软的面料时既快速又准确。
3. 2 衬衫袖克夫

进行工序改善时不仅要注重模板的应用，还

要注重模板的优化。袖克夫的模板示意图见图 6，

模板实物图见图 7。A 工厂在利用模板缝制衬衫

袖克夫 时，最 初 设 计 的 模 板 一 次 只 能 缝 制 一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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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织带花边模板实物图

将模板一边打通后，可以同时缝制 2 只裁片，优化

后，打开模板的动作减少了 1 次，移动压脚和对准

的动作减少 2 次。通过这个案例发现根据工人的

动作习惯设计模板既简化了生产工艺，也提高了

生产效率。

图 6 袖克夫模板示意图

图 7 袖克夫模板实物图

3．3 工时分析
模板改善前后用时对比见表 1。可以看出，模

板的设计与开发需要熟练掌握服装生产工艺的操

作流程和工艺特征，再简化或优化生产工艺，以期

符合模板开发的高效性、精确性、方便性及经济性

原则。
表 1 模板改善前后用时对比

缝制工艺
工时 / s

织带花边缝制 衬衫袖克夫缝制

未用模板 324 36

模板工艺 158 26

效益提升 /% 51. 20 27. 70

4 自动模板机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4. 1 存在问题
自动模板机的应用范围广泛，服装、家纺、汽车

坐垫等生产厂家将模板机引入企业后克服了原企业

存在的生产效率低、缝制质量不稳定、人力成本高等

问题，但模板机技术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
4. 1. 1 转速及稳定性问题

目前，自动模板机最高转速大约为 2 300 r /min，平

缝机的最高转速可达 8 000 r /min，由于模板机的多

轴联动结构，相比其他机型它的送布单元具有更大

的惯性，高速启停对电动机和电控技术的要求挑战

很大，如果该项技术无法突破，那么在启停时对电动

机的损坏将十分巨大。其次，自动模板机的机关尺

寸较长，高速运转下振动恶化则会影响缝制稳定性，

这 2 个方面是目前限制自动模板机转速提高的主要

原因。同时，由于自动模板机高速送布负载加大和

振动恶化增强，也无法为需要生产更大幅面积产品

的企业提供服务。
4. 1. 2 人性化设计问题

相比传统的缝制设备，自动模板机的机体尺寸

较大，工人在穿线、控制及机器调试时都不便利，所

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对自动模板机符合人体工

学的设计需求也十分迫切。虽然目前市场上已经有

一些生产商对模板机的设计考虑到使用的舒适性，

如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的 JK-T 10080 型号的

自动模板机，在台板前方设有一个可旋转的小台板，

翻下小台板后给操作者留下富余的操作空间。但

是，符合人体工学的自动模板机设计体系还未形成。
4. 2 发展趋势
4. 2. 1 机器人式的全自动模板缝纫机

随着数控微电脑技术和智能机械人技术的不断

发展，可以将服装工艺的运行规律和模式预先编排

成控制程序，然后以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进行

全自动化生产，达到采用微电脑全自动机器人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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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无人化”的自动缝制工作。但是利用机器人式

的全自动模板缝纫机来达到全自动化的生产，还需

解决抓取衣片和精准输送的问题。
4. 2. 2 全自动模板机的智能物联

目前，正装西服和休闲西服大多数工序的缝制

均可由自动缝制模板机来完成。因此，可以在这种

自动化的基础上实现部分智能自动化制造。而实现

加工设备的智能化一般分为 3 个步骤［15］: 第 1 步实

现加工设备的数字化，第 2 步实现加工设备与设备

之间物联网的连接，第 3 步实现加工设备的智能化。
模板机未来的趋势之一即是完成第 2 步———机器互

联，机器互联将构成一片巨大的智能生产控制网络，

在传输缝制花样、各种参数时更加快捷，这也是形成

智能化生产线的重要前提。
4. 2. 3 集成智能设计与缝制一体化

未来模 板 机 将 是 集“裁 剪—制 模—缝 纫 为 一

体”的快速模板缝制机器［16］。实现三维款式设计系

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计
算机辅助工艺设计系统、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智能

吊挂柔性服装生产系统的有效集成，依靠服装款式、
版型、工艺、设备等各类数据信息库，利于实现 CAD
设计数据自动导入、工艺单自动生成、工序工时自动

计算、智能吊挂系统数据自动导入输出等功能，实现

智能设计、智能制造、智能设备管理、智能流程动态

调整等一体化、智能化生产模式。

5 结束语

本文论述了模板技术和模板缝纫设备发展现状

及技术瓶颈。通过对 A 工厂织带花边缝制和衬衫

袖克夫缝制案例进行分析，相比传统缝制工艺，得出

其缝制效率分别提高了 51. 2%和 27. 7%。尽管如

此，当下全自动模板机仍然存在转速低，工作台面设

计不够人性化等问题。从目前服装企业对于服装生

产自动化、智能化的迫切需求及模板技术对于实现

服装加工自动化的重要意义出发，提出未来的模板

机将逐步实现机械人运作、智能物联、智能设计与缝

制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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