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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纺织业新发展：引领产业新高度

孙悦

山东理工大学鲁泰纺织服装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本文研究了科技对纺织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分析了科技是如何通过智能化生产、数字化

技术以及新型纤维材料等途径来提升纺织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帮助纺织业绿色发展并促进产业

升级和多样化发展的，改善了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并且提升了产品的质量，让纺织业实现了由绿

色、低碳、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去拓宽其应用领域和市场空间。在新时期背景下给予纺织业带来前

所未有的机遇，使纺织业可以在满足当前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符合人

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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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纺织产业在我国是历史悠久又有着稳固

根基的产业，但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竞争激烈，

传统纺织业存在生产效率不怎么高，污染严

重，产品价值低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科技

飞速发展成了纺织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机，

科技能改善纺织产业的生产速率与商品品质，

还可以把纺织产业引导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

展的轨道上，拓宽其利用范围和销售范围。本

文会从很多方面去探究科技怎样带领纺织业

取得新的突破，创造新的高度。

1 科技提升纺织产业核心竞争力

1.1 智能化生产提升效率与质量

随着中国纺织工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开始，纺织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纺织工业智能制造从概念普及全面进入实

践生根阶段
[1]
。科技的发展给纺织产业的产出

效率和品质带来了改善，智能化的设备被广泛

应用到纺织产业之中，取代了昔日的人力手工

作业，改善了生产效率低下的状况。在现代纺

织工厂当中，各类机器都能够精准地执行像裁

剪，缝纫，编织这些比较复杂的操作，而且节

省了人力成本，改良了生产的精确度和速度。

智能化设备不单单是在织机上，还有很多

自动化裁剪设备和智能缝纫机器人，这些智能

化设备依靠精准的操控和高效率的运作，让生

产效率和产品品质都取得了显著改进。自动化

裁剪设备可以依据设计图纸快速准确地展开

裁剪作业，减少了人工裁剪期间产生的失误和

耗时。智能缝纫机器人能够达成比较高的缝纫

精准度，从而保证产品品质一直处在同一水

准.

1.2 数字化技术优化生产管理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纺织产业的生

产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物联网技术把生产

设备彼此相连起来，设备之间可以相互连通。

借助物联网技术，企业能够做到远程监测、预

知故障。管理者用手机或者电脑随时掌握生产

设备运行状况，及时找出问题予以解决。大数

据分析依托采集并剖析庞大的生产信息和市

场信息，帮助企业深入把握市场需求及消费者

偏好，开展精确营销，做到私人定制。

企业通过采用 ERP 系统和 MES，可以实

现生产计划、物料管理、品质管理等环节的智

能化运作，提升生产效率，缩减生产成本，优

化产品品质。ERP 系统凭借其数据剖析和改进

算法的帮助，企业得以完成自动安排生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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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掌握物料需求预先估计的任务。而 MES 系

统凭借对其生产过程中各个部分的实时检测，

保持整个生产流程高效率并且稳定的状态，这

种利用系统所带来的效益改善，也给企业在市

场竞争之中争取更多的优势。

1.3 新型纤维材料的功能拓展研究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高性能纤

维纺织布料因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在多

个领域展现出卓越的应用潜力
[2]
。高性能纤维

材料的出现是纺织品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碳纤维、芳纶这样的高性能纤

维材料因拥有极其良好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而

备受业内的重视程度很高，碳纤维具有质量

轻，强度大，高弹性模量，并且能够耐受高温

而不易受到腐蚀的特性。那些性能极为突出的

碳纤维材料会被用到像航空飞行器这样的极

为重要的设备上当做材料，从而制成飞机机翼

或是飞机机体这样非常关键的结构部件之类

的部分。这样就可显著地减轻飞机自身的总重

量，进而提升燃油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使得飞

机的运营开支成本得到大幅的缩减。汽车制造

行业当中，碳纤维的运用范围也很广，大量使

用于高性能跑车的车身、底盘之类的部位上

面，这样一来可以改进汽车性能和汽车操控的

感受，同时也改善汽车的安全保障。芳纶纤维

具备很好的抗冲击能力，耐高温，并且它还有

不错的绝缘性质，在防弹衣、消防服，航空航

天方面的电缆等方面都有应用。

功能性面料开发成果丰硕，适应多种需

求，人们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传统的纺织品

已不能满足人们在各种场合下的需求。防水透

气的面料解决了人们对户外运动时在恶劣天

气状况下的穿衣难题。其可以阻挡外界的雨

水，同时也可以让身体所产生的汗气从衣服中

排出。比如户外爬山者，在长期的行走在遇到

大雨的情况下，穿着防水透气的服装，仍然保

持身体的干爽舒适，不会受到湿冷的影响。抗

菌的面料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其具有抑制细

菌生长的作用，从而减少人体异味，特别适合

在潮湿闷热的天气穿着。防紫外线面料给人们

参与户外活动时给予额外保护，其能挡住紫外

线对皮肤的损害，削减患皮肤癌之类的病发风

险。这些功能性的面料不仅改善了服装的舒适

感和实际用途，而且给户外运动、医疗防护等

行业给予了关键的支持。在医疗方面，具有抗

菌，防静电等功能的面料被用来生产手术服，

医用口罩等医疗用品，从而降低了医院感风

险，守护了医护人员和病人的健康。未来纺织

品的抗菌功能整理将会朝着绿色环保、多功能

抗菌整理剂及其整理方法，使得抗菌功能纺织

品沿着加工过程更环保、开发成本更低、性能

更持久和穿着更舒适的方向发展
[3]
。

智能纺织品的出现为纺织品发展注入新

活力。智能纺织品能随着人体运动状况自动调

节透气性与保暖性，让人们的穿着体验更舒

适。寒冷季节里，智能保暖服装可根据人体体

温和运动强度自行调整保暖层厚度，维持身体

温度；运动时，智能服装会依据排汗量自动改

变透气性，防止身体太热或太湿。智能纺织品

的发展离不开传感器的开发及应用，其中，可

穿戴柔性应变传感器在医疗健康及人机交互

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
。智能纺织品装有

柔性感应器，可以检测人体生理指标，心率，

血压，体温等等，然后把这些信息直接传送到

手机程序上。借助这些应用程序，人们能够随

时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而及时调节运动强

度或者生活起居情况。智能运动服装属于智能

纺织品范畴里的一个实例，其可以持续跟踪运

动员的心率及运动状况，利用数据分析给出专

业的运动建议。倘若运动员的心跳偏高，那么

应用程序就会提示运动员稍稍削减运动强度；

要是运动员的运动姿态有误，应用程序便会立

即加以纠正，从而防止运动员发生意外。这种

智能化的运动服装提升了运动的科学性与安

全性，给运动员的训练与比赛给予了强大的助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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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推动纺织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1 清洁生产技术降低污染排放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观念持续加深的大环

境下，技术创新被视为促使纺织行业达成绿色

发展的关键推动力。纺织印染行业作为一种传

统产业，具有独特的地位。但其因消耗大量的

水、能源、化学品和染料，产生大量的固体废

物和废水，被认为是对环境造成最大威胁的产

业之一
[5]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

技术可以明显缩减污染物排放量，采用新型染

整工艺的时候，选用低毒或者无害化的染料和

助剂，既可有效地削减废水中有害物质的浓

度，又可以优化染色效果。有些公司引进了先

进的污水处理装置，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经过深度处理后再加以循环利用，这样就能大

幅度减小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

数码印花技术依靠计算机精确控制，把染

料喷射到织物表面，从而完成着色，大量减少

染料消耗，明显减轻传统印花工艺产生的废水

污染。这是一种具有环保意义和革新特征的新

型印染手段，有益于节能减排目标的达成，改

良了企业的经营效能，改善了产品的品质。

2.2 可再生资源利用契合环保理念

纺织行业对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出现明显增长趋势，以竹纤维、麻纤维等天然

原料，回收聚酯纤维等再生材料制成的产品，

凭借优良性能与环保特点。在满足市场需求的

同时，大幅度削减对传统能源及自然资源的依

赖程度，而且有效地缩减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

放量，从而给纺织产业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给

予了有力支撑。

天然纤维像竹纤维和麻纤维由于具有很

好的透气性以及舒服的穿着感受，所以在内衣

和夏天的衣服方面很受欢迎。再生型聚酯纤维

因为它的环保特性以及优良的性能，所以在户

外运动装备和家居装饰品市场占有重要的地

位。这些新型材料符合纺织产业朝向绿色低碳

转型的趋势，并且给企业改良产品设计、提升

市场竞争力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2.3 节能减排技术实现双赢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关

注的日益增加，纺织行业作为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的重要来源之一，生产过程消耗了大量的能

源，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
[6]
。科技推动着纺

织业从以往高能耗生产转向绿色、低碳、循环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少大型纺织企业积极采

纳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对自身的生产设备实

施改造升级，有效地削减了能源耗费，而且，

还创建起完备的废弃物回收利用系统，把生产

进程中产生的边角料重新利用起来，做成再生

纤维产品，既减小了废弃物排放，又为公司省

下了不少原料开支，做到经济与环境双赢。

3 科技融合推动纺织产业升级与多元

化

3.1 “互联网+纺织”商业模式的拓展研

究

科技发展促使纺织产业同其它产业相融

合，从而创造出崭新的商业模式及产业生态系

统。纺织产业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

能这些信息技术，便衍生出“互联网+纺织”

模式。电商平台给纺织企业给予了更为广泛的

销售渠道，消费者能方便地购得世界各处的纺

织品。而基于大数据展开的分析工作，则令纺

织企业知晓市场上的需求状况以及消费者喜

好，从而做到精确营销并施行个性化的定制方

案。

通过电商平台，纺织企业可以打破地域界

限，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而大数据分析是通

过搜集与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浏览记录等

信息，从而让企业更好地把握市场的需求及消

费者的爱好。企业能够按照这些数据分析来调

节自己的产品规划和生产流程，达成精准营销

以及个性化定制的目的。新的商业模式既改善

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又改善了消费者的购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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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3.2 文化创意融合对产品价值的提升作

用

纺织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把传统

文化的元素同现代的设计理念结合起来，从而

形成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纺织制品。如刺

绣、扎染这些传统工艺与现代服装设计相结

合，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不一样的

生机与活力，提升了纺织品的文化含量及艺术

美感。

文化创意融合使得纺织产品的附加值得

到提升，而且促进了纺织产业的文化转型，当

把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与生产里。纺织企业

能打造些具备独特文化含义的产品，去适应那

些对文化产品有需求的消费者，这种文化转型

可以改进企业品牌形象，也为纺织产业带来新

的市场契机。

3.3 跨领域融合拓展产业边界

纺织行业与高新技术的融合不断加深，纺

织品与电子信息的交叉创新产生很多智能化

产品。展望未来，智能服装会包含健康检测，

信息交流，环境感知等多种功能，给个人生活

品质改善和职业发展给予帮助。纺织产业涉足

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依靠技术创

新做到高性能化、多功能化、高附加值的发展

目标。

高性能纤维材料会被广泛用到航空航天

领域，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保驾护航。生物

医学纺织品研究会诞生更多产品，比如可吸收

缝合线，智能伤口敷料等等，来保障人类健康。

这些跨领域融合开拓了纺织的使用领域，为纺

织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市场。

结语

科技创新给纺织业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

遇和严峻挑战，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个

行业正在加快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知识密

集型转型的步伐，生产方式由过去那种高能

耗、高污染的传统模式转变为现在的节能环

保、低碳高效的绿色发展模式，发展模式也由

过去的单体化产品制造转变为如今多业态协

同发展的新型产业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整

个纺织行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既实现

了环境友好型的目标，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并且促使它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新时

代发展进程中，纺织行业处于从传统制造走向

高端制造的关键时期，这既需要担负起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又要在人民大众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样一种大背

景下，一定要把科技创新当作推动发展的主要

动力，依靠技术革新来带动产业结构的改进，

从而开启纺织产业发展的新篇章，并实现全方

位的革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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