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服装 3D 数字化技术的
非遗蓝印花布创造性转化应用研究

巴桂玲 1　侯莉莉 2　张剑峰 1

（1.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时装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2. 上海立达学院财经学院，上海 201609）

摘要：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印花布为对象，探索其在服装 3D 数字化技术下的创造性转化路径。通过剖析蓝印花布的历史文化

价值、传统工艺特征以及 3D 数字化技术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提出蓝印花布图案的数字化提取、虚拟缝制及创新设计策略，旨在为

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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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保

护与传承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蓝印花布作为我国传统印染技艺

的代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在现代社会中，其传统工

艺的传承与发展受到诸多限制 [1]。3D 数字化技术在服装设计领域

的广泛应用，为蓝印花布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思

路。本研究聚焦于蓝印花布的数字化转化，探讨其在现代服装设

计中的应用价值，以期为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蓝印花布的发展历史与文化价值

1.1 蓝印花布的发展历史

蓝印花布，作为中国传统印染技艺的瑰宝，其历史源远流长，

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在唐宋时期，

随着商业的繁荣和纺织技术的进步，蓝印花布逐渐兴盛起来。宋

元之际，桐乡地区的蓝印花布制作技艺已经极为繁荣，形成了“织

机遍地，染坊连街，河上布船如织”的壮观景象。明清时期，蓝

印花布技艺发展成熟，并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尤以江苏、浙江

等地最为兴盛。[2]

1.2 蓝印花布的文化价值

蓝印花布独特的工艺特点在于使用天然植物染料，如蓝草，

进行手工印染，形成蓝白相间的图案，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浓

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3]。印花布的纹样图案往往与当地的文化习俗、

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密切相关，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

精神追求。例如，鱼纹象征着年年有余，鸟纹象征着吉祥如意，

花卉图案则象征着美好的生活。蓝印花布的图案不仅是一种装饰，

更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2. 蓝印花布的发展困境与机遇

2.1蓝印花布的发展困境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手工业逐渐衰落，蓝印花布也

面临着传承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产品设计创新能力不足：据统计，市场上蓝印花布设计

样式有限，大部分为传统图案，现代设计不足 10%，远不能满足

消费者对多样性和个性化的需求。蓝印花布产品亟需创新性设计

和转化。

（2）生产成本过高：蓝印花布的制作工序复杂，包括制版、

刻版、染布等多个环节，且每个环节都需要高超的技艺和大量的

时间。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蓝印花布的生产过程复杂，技艺

要求高，导致生产周期长、效率低、成本高，难以与工业化纺织

品竞争。

（3）传统工艺衰落，后继乏人：掌握传统技艺的老艺人减少，

年轻一代兴趣不足，传承出现断层。全国掌握技艺的老艺人不足

百人，年轻艺人占比不到 5%，传统工艺面临失传风险。这些问题

亟需解决，以促进蓝印花布的创新发展。

2.2蓝印花布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意识的增强，蓝印花布的传承和发展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

资金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为蓝印花布的传承提供有力保障。

一些企业和设计师亦尝试将蓝印花布与服装设计相结合，开发出

一系列具有时尚感和实用性的蓝印花布时装，这给蓝印花布的传

承带来契机。尤其是伴随着数字化技术在服装设计生产领域的广

泛应用，为蓝印花布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思路。

3. 3D 数字化技术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3.1技术概述

3D 数字化技术通过虚拟建模和虚拟缝制，实现了服装设计的

可视化与高效化。该技术著缩短了设计周期，提升了效率，并通

过模拟多种面料和色彩，减少了实物样品的制作，降低了成本，

已成为现代服装设计的关键工具。

3.2 关键技术

3.2.1 虚拟建模

通过精确的数学算法和先进的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将二维

衣片转化为三维服装 [4]，模拟真实穿着效果，包括衣物的贴合度、

活动时的形态变化以及面料的质感，为设计提供直观的参考。

3.2.2 虚拟缝制

虚拟缝制技术通过精确的缝合模拟和碰撞检测机制，对服装

的结构进行细致优化。这种技术能够模拟实际缝制过程中衣片的

041理论热点2024 年第 6 卷第 09 期



对接、重叠和缝合效果，确保设计在虚拟环境中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通过不断的调整和检测，设计师能够精确控制服装的线条、轮廓

和整体造型，从而大幅提升设计的精准度和服装的舒适度，为最

终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

3.3 应用现状与趋势

3D 技术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不断深化，尤其在虚拟试衣和定

制化设计方面表现出色。设计师通过 3D 建模软件创建逼真的服装

模型，模拟面料和穿着效果，顾客可虚拟试穿，节省时间和成本。

技术正向智能化发展，智能设计系统可根据顾客尺寸和偏好自动

调整版型，实现个性化设计。3D 技术还助力面料开发和生产流程

优化，减少打样次数和生产浪费。随着技术进步，3D 技术在提升

设计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化的服装体验，

其在行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4. 蓝印花布的数字化转化路径

4.1 蓝印花布图案的数字化提取

图 1　蓝印花布图案的数字化提取

通过 3D 扫描技术精确采集蓝印花布纹理，利用数学模型提取

纹样基元，这些基元是纹样的“基因”，包含独特特征和风格。

结合 CAD 技术，对基元进行识别分析，实现图案数字化重构。图

像处理技术优化图案，调整颜色、纹理和对比度，提升虚拟设计

表现力，使图案更生动、立体，适应现代审美。这种融合传统艺

术与现代科技的转化，为蓝印花布传承创新提供了新途径。

4.2蓝印花布数字化面料库构建

将蓝印花布面料的成分、厚度、克重、成分、拉伸性、弹性、

悬垂性等物理属性通过相应仪器进行数据采集并输入 FABRIC3D

系统，同时提取并录入面料的纹理图和法线贴图，构建蓝印花布

的数字化面料，为虚拟服装设计提供丰富的数字化面料资源库。

图 2　蓝印花布数字化面料

4.3 蓝印花布服装数字化虚拟缝制

利用 PS 或 AI 软件绘制蓝印花布服装效果图，CAD 软件制作

结构图和裁剪样板，转换为 dxf 格式导入 3D 服装软件。整理版片，

复制对称版片，安排至模特并进行虚拟缝制。调整版片至形态稳定，

形成服装白膜建模。如有差异，可通过版片编辑、3D 笔等工具进

行裁片的修改，直至效果符合要求。服装的虚拟缝制技术可以替

代繁复的样衣试制过程，节省面料、节约工时，极大地降低了服

装的生产成本，同时绿色环保，有效促进服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 3　蓝印花布服装数字化虚拟缝制

4.4蓝印花布服装数字化虚拟设计

图 4　蓝印花布服装 3D 虚拟设计

服装白膜建模后，调取蓝印花布面料库数据进行面料属性编

辑，一可以通过调整面料的纹理图及纹理图属性，实现面料纹样

的大小和排列方式；二可以通过改变面料的克重、厚度、拉伸性

等物理属性来改变服装的呈现效果。同时可通过图案的添加呈现

蓝印花布局部纹样，亦可通过场景搭建、模特动作姿势变化等实

现服装的陈列展示，通过虚拟服装与人模的碰撞检测与优化，进

行动画展示。3D 工具多维度实现虚拟设计，验证设计可行性，提

高创新水平，吸引年轻设计师，降低无效设计成本，增强市场竞

争力。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3D技术提取、虚拟缝制和创新设计蓝印花布服装，

证实了该技术在非遗传承中的价值。在数字化设计中，我们保留

蓝印花布文化精髓，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研究还探索了蓝印花

布与现代服装产业结合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尽管存在局限性，未来需优化技术流程，增强市场适应性，并推

广至更广非遗领域，促进传统艺术传承。我们期望为蓝印花布等

非遗项目提供成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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