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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历史文化长河里，每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它们或绚丽多彩，成为铸就辉煌历史的重要一笔；或鲜为人知，以

低姿态无声的证明自己存在的历史价值。在服装设计领域中，图案如同一位充满故事的叙述者，它的出现和发展，代表了整个时代的变

迁和进步，同时影射出科技的进步和力量，为服装服饰的整体设计添砖加瓦，形成一种独具魅力的服装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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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被看作是我国传统图案的来源，距今约

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图案的出现是我国祖先的文化精神载体，它

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体现了他们对待宇宙自然的敬畏态度，图

案的应用在清朝时期达到顶峰，每个图案代表不同的等级划分，“文

官绣禽、武官绣兽”，又称为补子。这些图案设计基本以刺绣工

艺为主，画面栩栩如生、生动灵巧，深受达官显贵到的喜爱。鲁

绣作为图案使用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的齐鲁地区已出现

“齐纨”“鲁缟”，织绣技艺兴起，它既能展现精湛技艺，承载

传统文化，又极具艺术欣赏价值，深受人们的喜爱，还可融入地

域特色刺绣元素，传递文化内涵和故事。自两汉以来就已普遍民间，

人们多以民间喜闻乐见的人或事物作为基础，表达出山东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鲁绣在 2008 和 2009 被列入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名录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见证，是我们与过去连接的桥梁。

这一论述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

位，强调了其承载的历史价值以及在传承历史文化方面的关键作

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

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一决定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指明了方向，即要积极探

索建立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和监管制度，推动非遗

保护传承工作向更加科学化、制度化、系统化高质量发展，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提起绣种，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四大名绣”- 苏绣、湘绣、

蜀绣和粤绣，鲁绣是出现最早且有明确记载的绣种之一，为后来

刺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的色彩浓厚艳丽、图案寓意吉祥、针

法细腻多样，因此被称为“东方一绝”，诠释了山东人粗犷豪放

的性格，但由于种种发展原因，鲁绣受到巨大冲击，使其几乎沦

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再者，鲁绣技艺精巧复杂，需要数年时间

打磨技艺，一副大型鲁绣作品制作周期较长，大部分年轻人难以

平衡艺术爱好和生计的矛盾，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脑刺绣能快速

完成大量重复或复杂图案的绣制，尤其在批量生产时，整体制作

成本更易控制。从当今流行趋势分析，服装设计正向中式古典与

中式传统延伸，例如旗袍领、盘扣、开衩等元素被广泛应用，如

现在的改良旗袍，保留经典的同时，结合现代面料和设计，展示

独特的东方韵味。因此，设计师们纷纷开启了对传统艺术的探索

之旅，希望从中汲取到不一样的设计灵感。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化技术以及人工智能（AI）技术在各个

领域的应用，为鲁绣的传承和发展开拓了新的赛道，为服装的现

代化发展和可持续服装设计奠定基础，从而推动服装产业创新发

展。数字化技术能够对收集到的鲁绣图案进行采集分类、图案整

理和永久保存，形成资源库，方便设计师在后期进行研发时能够

快速检索并应用。AI 技术可以在现有图案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满

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使消费者能直观感受成品效果，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本此研究的目的是，提升鲁绣在图案设计方面的能

力及应用，同时拓展到在服装设计领域中的应用。

二、数字化技术在鲁绣图案创新设计中的应用

鲁绣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其精彩绝伦的技艺更是令人惊叹

不已。但传统的图案采集、整理和保存方式效率较低，也会出现

信息的误差，数字化技术能够有效避免以上问题，通过高分辨率

设备的处理可将图案转化为数字图像，对于稍微复杂的图案，通

过调节亮度、对比度等，提高画面效果，将采集到的信息进行系

统性的整理和保存，根据类别、主题、年代等进行分类，方便后

期的检索与查找。

数字化技术在鲁绣图案设计中的优势与挑战

通过数字化技术使鲁绣图案更加丰富和准确，方便研究者进

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也能为鲁绣在跨合作领域的发展提供素材保

证，为鲁绣的全面开花发展提供契机。数字化技术的成熟，已经

可以很好地对鲁绣图案进行修复和还原，使珍贵的图案能够重现

光彩。

三、AI 技术在鲁绣图案创新设计中的应用

设计师可以借助 AI 技术，对大量的鲁绣图案数据进行分析，

同时结合消费者的需求，以全新的方式完美呈现新的鲁绣图案设

计，实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的完美融合。利用 AI 技术生成鲁

绣图案的具体操作方法：先收集大量的鲁绣图案，然后通过数字

化技术进一步处理，形成图案数据库。再根据需求对数据进行训练，

经过多次的训练优化，模型就会根据提供的图案进行识别，接着

融入消费者的需求，最终形成需要的成品图案，这样生成的图案

不仅保留鲁绣原有的特色，还融于现代的设计元素，为鲁绣图案

设计提供更加丰富多样和个性化的创作方式。创作出的鲁绣图案

可用于各类服装设计、家居软装设计以及非遗传统设计中。

AI技术在鲁绣图案设计中的优势与挑战

随着 AI 技术的出现，AI 风迅速席卷各大行业领域，如豆包、

DeepSeek。同样 AI 技术对在鲁绣图案设计同样适用，并发挥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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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作用，它可凭借对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强大工作能力，为

设计师提供丰富多样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技巧，可以在最大时间内

缩短创作时间，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AI 同时可以突破人类设计

思维的局限性，形成更加独特和新颖的设计图案，能更好更全面

的服务大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消费者在满足自身基本衣

食住行以外，逐渐追求个性化，希望通过“私人定制”的形式区

别于大众，所以 AI 技术完全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个性偏好，

精准地生成符合特定要求的鲁绣图案，提高设计的针对性和市场

的适应性。

但是，AI 技术在创作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我们需要创作

图案时，如果提供的数据支持欠缺，或者提供的数据与我们最终

想要的图案有偏颇的情况下，就会导致 AI 技术在生成的过程中存

在偏差，再加上AI技术生成的图案虽有创新性，但缺乏人类情感，

无法达到我们需要的效果，同时 AI 技术还可能带来一些伦理和法

律问题，如版权设计与归属，还需要设计师在设计师进行多次优

化和完善。

四、鲁绣图案在可持续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1. 可持续服装设计理念

可持续服装设计是在服装设计领域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设

计师们需要考虑社会、环境、人文和经济等多种因素，融入设计、

制作甚至消费过程中，设计大师们对新事物的孜孜以求是形成服

装循序渐变的重要因素。例如近些年提倡的环保主题，呼吁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从而带来一股环保风潮，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和时

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积极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环保意识觉醒，对可持续发展的新生事物关注度愈发增强。

在回归大自然、追求环保的主题思潮影响下，这些新事物往往能

左右服装的流行趋势，成为大众的新宠。

2. 鲁绣图案设计与可持续服装设计的关系

鲁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原材料的应用上基本以生蚕丝

为主，尤以柞蚕丝为最佳，生丝比较硬挺，便于掌握，又结实耐

用，更耐洗，它的粗细不及头发的十分之一。鲁绣中的经典是发

绣，即用人的头发进行刺绣，呈现国画的效果，在生产过程中不

产生化学污染，更符合可持续服装设计对环保材料的要求。同时，

鲁绣本身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山

东的一张地方名片，将其用于可持续服装设计中，能提升服装的

商业价值和观赏价值，尤其手工刺绣的图案，更能体现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尊重，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

采用现代数字化技术将鲁绣图案印在面料上，同时保留部分手工

刺绣的细节，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五、数字化技术在可持续服装设计中基于鲁绣图案应用的实

践

1. 数字化技术在可持续服装设计中的方法

首先利用高清设备采集或者扫描传统鲁绣样品，将其经过电

脑处理后，进行色彩、细节等方面的矫正，形成鲁绣图案数据库，

然后再次借助软件，如 AdobePhotoshop，对数据库的图案进行解

构重组，打破原有的局限，创作出新的图案形式。再运用数字化

软件如 3DDesign，将设计好的鲁绣图案影射到面料上，我们就可

以提前预判成品效果。当然面料也是虚拟面料，以环保型面料、

可持续服装面料为主，如果感觉面料材质与想要的效果不搭，我

们也可以用虚拟技术模拟不同面料的材质，例如丝绸、毛料、棉

布、条格化纤等，如果想要继续完善或者修改图案，可以利用虚

拟软件模拟鲁绣在绣制时的针法、线迹等，减少实物的试错成本。

对于某些定制化的设计，可以通过线上方式，消费者可通过平台

上传个人喜欢的图案元素，服装款式等，通过 AI 技术，为消费者

形成特定的设计方案，实现鲁绣图案通过数字化技术在可持续服

装设计中的定制化设计，提高消费者多产品的满意度和参与度。

2. 数字化技术在鲁绣图案的可持续服装设计中的优点

数字化技术为鲁绣的传承提供了新途径，通过数字化技术的

处理避免了因外部和内部因素使鲁绣图案丢失的情况，结合新型

和可持续服装面料，使古老的鲁绣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做到创

新和传承，同时融于当代消费者对时尚和审美的情感，扩展了鲁

绣的传播范围，扩大了鲁绣传播的途径，能够吸引更多消费群体

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加上数字化技术能够极大地缩短设计周期，

为设计师提供较大的便利，使其在可控制成本能进行多种图案设

计的尝试，提升设计效率和准确性，为服装生产提供高质量的设计。

通过面料和工艺的模拟，减少对面料的浪费和生产过程中对原材

料的损耗，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环保面料结合鲁绣传统手工艺，

可减少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环境保护的

双赢。定制化的设计和制作，可以减少库存和积压的风险，当代

消费者的复古情节，使其对传统非遗文化的设计爱不释手，所以

好的设计会在市场产品竞争中脱颖而出，提高企业辨识度，增强

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提升企业经济

效益。

六、AI 技术在可持续服装设计中基于鲁绣图案应用的实践

1.AI 技术在可持续服装设计中的方法

在设计初期，设计师可利用 AI 技术生成图案，结合原有的鲁

绣图案数据库，融入可持续设计理念，形成新的图案设计，再利

用 AI 虚拟技术，对设计图案进行虚拟展示和效果评估，帮助设计

师高效确定设计方案。在面料选择上，选用新型环保型面料，降

低制作成本，在裁剪技术上，实现 AI 控制生产设备，实现精准裁

剪，确保产品质量，优化制作方案。

2.AI 在鲁绣图案的可持续服装设计中的优点

首先AI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产品设计效率，增强产品设计质量，

同时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能减少存在的风险问题，增强企

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其次，通过优化面料的选择，减少生产工艺

繁碎的问题，实现资源的利用率，为企业带来利润最大化。鲁绣

图案与可持续服装设计相结合，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

消费者提供更佳环保、个性和时尚的服装产品，满足人们对美的

追求。

七、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鲁绣图案设计基于数字化技术及 AI 技术在可持续服装

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出数字化技术在设计过程中随

时修改发现的问题，节约时间和成本，也便于跟进客户需求随时

调整方案。结合 AI 技术，企业能够更加精确的分析消费者的个性

特征和偏好倾向，准生成个性化定制图案，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

和市场的多样性，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不败之地。鲁

绣图案和可持续服装设计的结合，完全契合当代时尚产业发展的

大趋势，尤其以数字化技术和 AI 技术的加持，实现了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随着数字化技术和 AI 技术的不断发

展以及可持续服装设计的完善，鲁绣图案将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同时还要加强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鲁绣的创新和

发展，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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