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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四川省文化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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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刺绣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羌族刺绣的术语定义、运用范围、品种分类和刺绣工艺。 

本标准适用于羌族刺绣的设计、生产、科研、教学、贸易及其相关领域。 

2 术语和定义 

2.1  

羌族刺绣 

一种普遍流传于羌族民间的传统的手工刺绣纺织制品。 

2.2  

手工刺绣 

通过在织物的正、反面穿针引线，在织物表面留下平铺、套圈或打结状的绣线线迹并构成某种装饰

图案的针线工艺技术。 

2.3  

针法 

刺绣的施针方法。 

2.4  

出针 

绣针从织物反面穿刺织物并引导绣线穿过织物的过程。 

2.5  

入针 

绣针出针后在织物的正面移动到适当位置穿刺织物并引导绣线穿过织物，在织物背面抽拉绣针，使

正面的绣线平铺于织物表面的过程。 

2.6  

行针 

在出针和入针之间进行绣针移动、绣线缠绕或打结的过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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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迹 

出针或入针时在刺绣织物表面留下的针眼。 

2.8  

线迹 

针迹之间的绣线。 

2.9  

行针路线 

决定图案造型的线迹、线圈和线结头在织物表面的排列方向和路径。 

3 分类 

3.1 运用范围 

羌族刺绣日常运用范围如下： 

——头巾； 

——长袍； 

——袖套； 

——围腰； 

——飘带； 

——通带； 

——裹肚； 

——香包； 

——针线包； 

——绣花鞋； 

——虎头帽； 

——鞋垫。 

3.2 常见绣品 

3.2.1 头巾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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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头巾 

3.2.2 长袍 

见图2。 

 

图2 长袍 

3.2.3 袖套 

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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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袖套 

3.2.4 围腰 

见图4。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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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4 围腰 

3.2.5 飘带 

见图5。 

         

图5 飘带 

3.2.6 通带 

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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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通带 

3.2.7 裹肚 

见图7。 

   

图7 裹肚 

3.2.8 香包 

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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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香包 

3.2.9 针线包 

见图9。 

   

图9 针线包 

3.2.10 绣花鞋 

见图10。 

 

图10 绣花鞋 

3.2.11 虎头帽 

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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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3.2.12 鞋垫 

见图12。 

          

图12 虎头帽 

4 纹样类型 

4.1 传统羌族刺绣纹样主要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花卉植物图案：牡丹花、牵牛花、菊花、石榴、藤蔓、佛手瓜； 

——昆虫动物图案：蝴蝶、蝙蝠、孔雀、虎、狮子、鲤鱼、人物、凤凰； 

——自然界纹样：云纹； 

——几何纹样：正方形、三角形、圆形、锯齿形、网线、星形、菱形、螺旋纹； 

——宗教和吉祥图案：万字纹、如意形、回形纹、寿字纹、喜字纹、灯笼图案、花瓶案几。 

4.2 传统羌族刺绣纹样类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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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传统羌族刺绣纹样类型 

类

型 

图案

名称 
案例 

图案

名称 
案例 

花

卉

植

物 

牡丹

花 

   

藤蔓 
 

牵牛

花 

 

佛手

瓜 
 

菊花 

 

石榴 

 

鸡冠

花 

 

  

昆

虫

动

物 

蝴蝶 

 

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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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羌族刺绣纹样类型（续） 

类

型 

图案

名称 
案例 

图案

名称 
案例 

昆

昆

虫

动

物 

蝙蝠 

 

人物 

 

孔雀 

 

凤凰 

 

虎 

 

狮子 

 

自

然

界 

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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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羌族刺绣纹样类型（续） 

类

型 

图案

名称 
案例 

图案

名称 
案例 

几

何

纹

样 

正方

形 

 

网线 

 

几

何

纹

样 

圆形 

 

菱形 

 

星形 

 

锯齿

形  

螺旋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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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羌族刺绣纹样类型（续） 

类

型 

图案

名称 
案例 

图案

名称 
案例 

宗

教

吉

祥

图

案 

宗 

万字

纹 

 

喜字

纹 

 

如意

形 

 

灯笼

图案 

 

回形

纹 

 

 

 

 

花瓶

案几 

 

寿字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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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针法工艺 

5.1 上下行针型 

5.1.1 掺针绣（长短针） 

5.1.1.1 针迹长短相掺，刺绣线迹根据需要长短不齐，除第一层外其它层行针时皆按一针长一针短运

针，同层的针迹与线迹应保持在同一条直线上。 

5.1.1.2 宜表现不同色彩在交接处的过渡或混色效果，针法应平整、顺滑、细腻，常见于花、叶纹样

的填图造型。 

5.1.1.3 掺针绣针法，见图 13。 

 

图13 掺针绣针法 

5.1.2 跑步针绣 

5.1.2.1 在织物正、反面交替行针，形成等距离间隔的刺绣线迹。 

5.1.2.2 宜用于缝合。 

5.1.2.3 跑步针绣针法，见图 14。 

 

图14 跑步针绣针法 

5.1.3 齐针绣（平铺针） 

5.1.3.1 线迹的行针方向与行针路径成垂直角度或一定的斜角，每一针起落均在纹样边缘，针迹均匀

平行，线迹排列整齐均匀不重叠，并由平直排列的线迹构成填充式图案。 

5.1.3.2 根据行针方式可分为两种绣法： 

——从纹样边缘两侧来回运针刺绣； 

——先以长针疏缝垫底，再用短针在边缘两侧来回运针，短针绣线盖住长针绣线，绣出的纹样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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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起。 

5.1.3.3 宜用于小块面的填图刺绣，针法应整齐、平顺，常见于飘带、头帕、鞋面以及服饰襟边。 

5.1.3.4 齐针绣针法，见图 15。 

 

        

图15 齐针绣针法 

5.1.4 纬编绣（纬编针） 

5.1.4.1 沿着织物的纬纱方向通过上下绣行针，绣针如同织布机的“梭子”沿织物的纬向来回行进。 

5.1.4.2 宜用于填充正反面形状相同、阴阳相反的刺绣图案。 

5.1.4.3 纬编绣针法，见图 16。 

 

图16 纬编绣针法 

5.2 套锁型 

5.2.1 锁链针（单钩绣） 

5.2.1.1 行针时每一针出、入针都在上一针的线圈内，形成扣子链形的线迹。 

5.2.1.2 根据行针方式可分为两种绣法： 

——出针和入针在同一点上，行针时针尖挑起面料约 3mm长，入针时将绣线缠绕，在线圈中间起第

二针并拉紧线圈成为一扣，然后再将绣线绕圈，自第二针处再入针，形成闭口的练字扣状； 

——出针和入针不在同一点上，落针时用针尖刨开线圈从另一点将针尖插入，线迹形成排列紧密的

平行线。 

5.2.1.3 宜用于围腰上的装饰纹样造型，线迹环环相扣，刺绣过程应要求绣线的松紧程度适中，钩扣

大小应均匀、平整，常见黑或深蓝底色上的白色单钩绣图案。 

5.2.1.4 锁链针针法，见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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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锁链针针法 

5.2.2 锁边针（锁边绣） 

5.2.2.1 采用绣线环圈锁套而成，呈半开放式的链子扣，行针时运用短而横向的套针，每一针只有出

针针迹在上一针的线圈内，并以等距离由前往后退，线迹形成连续的短横线，边缘呈现为犬齿形纹样。 

5.2.2.2 宜用于锁缝布料毛边，线迹长短可根据需要进行变化形成装饰纹样，绣制过程中针脚应均匀、

整齐，常见于头饰、围腰口袋的边缘等部位。 

5.2.2.3 锁边针针法，见图 18。 

 

图18 锁边针针法 

5.2.3 拱形锁边绣 

5.2.3.1 以多股绣线为骨架，通过“锁边绣”绣制出两组方向相对、线迹相互齿扣的组合型刺绣线迹。 

5.2.3.2 宜用于服饰品的叉口处，用于封固叉口。 

5.2.3.3 拱形锁边绣针法，见图 19。 

 

图19 拱形锁边绣针法 

5.3 打结型 

5.3.1 豆形针（打籽绣） 

5.3.1.1 绣线通过缠绕套结形成点状或线状的线结，线迹呈现出籽状并固定缝于织物表面。 

5.3.1.2 宜用于绣制花蕾和树木。 

5.3.1.3 豆形针针法，见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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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豆形针针法 

5.3.2 盘线针（单盘绣） 

5.3.2.1 根据行针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绣法： 

——单盘针绣：将绣线在针上缠绕成线串（盘线），按照纹样要求设计线串形状并固定； 

——单盘线绣：线迹由两根绣线构成，其中一根通过顺回针在刺绣织物上形成轨迹底线，另一根绣

线在刺绣织物的正面水平穿过底线的每一个线迹，并缠绕每一对相邻的针迹行针，两根绣线分

别在纵垂面和水平面各自形成一组线圈状线迹且互相缠绕。 

5.3.2.2 宜用于底布较厚且小面积的绣品纹样，常见于立体感强的花卉等图案。 

5.3.2.3 盘线针针法，见图 21。 

 

图21 盘线针针法 

5.4 贴缝型 

5.4.1 钉线绣 

5.4.1.1 用“之”字形上下绣针法将绣线贴缝于绣片上。 

5.4.1.2 宜用于缝制绣线。 

5.4.1.3 钉线绣针法，见图 22。 

 

图22 钉线绣针法 

5.4.2 扭针绣（包线针） 

5.4.2.1 针迹紧密不露针眼，线迹呈绳索状，行针时出入针均与纹样线条相交成锐角，每一针入针点

和出针点应紧邻上一针的入针点和出针点，依次按照纹样走向刺绣。 

5.4.2.2 宜用于绣制植物的茎和叶脉，针法应细密且多用纯色线。 

5.4.2.3 扭针绣针法，见图 23。 



DBXX/ XXXXX—XXXX 

17 

 

图23 扭针绣针法 

5.4.3 贴边绣 

5.4.3.1 用“之”字形上下绣针法将布条或织带贴缝于绣片上。 

5.4.3.2 宜用于缝制条形滚边或织带边。 

5.4.3.3 贴边绣针法，见图 24。 

 

图24 贴边绣针法 

5.4.4 贴布绣 

5.4.4.1 用“之”字形上下绣针法将一定外形的布片贴缝于绣片上。 

5.4.4.2 宜用于缝制装饰布片。 

5.4.4.3 贴布绣针法，见图 25。 

 

图25 贴布绣针法 

5.4.5 雕花绣 

5.4.5.1 用“之”字形上下绣针法将一定雕花形状的布片贴缝于绣片上。 

5.4.5.2 宜用于缝制装饰布片。 

5.4.5.3 雕花绣针法，见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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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雕花绣针法 

5.5 挑花型 

5.5.1 架绣（十字针） 

5.5.1.1 行针时根据刺绣织物面料经纬线的根数作交叉刺绣，行针方向一般为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

线迹在正面形成斜线，并相互交叉呈“X”字，每一个“X”形组合线迹称为“十字单元”，“十字单元”

按照一定的方式排列组合构成刺绣图案。 

5.5.1.2 宜用于绣制传统图案，针迹应在同一方向。 

5.5.1.3 架绣针法，见图 27。 

  

图27 架绣针法 

5.5.2 网线针（编针绣） 

5.5.2.1 绣线相互编织、交错、重叠，由数个交叉针绣成排列均匀且呈多层网状形的组合线迹。 

5.5.2.2 宜用于纹样轮廓的绣制，针距应均匀、平整，常见于小面积的纹样、细条形的纹样，也有锁

边的功能。 

5.5.2.3 编针绣针法，见图 28。 

 

图28 网线针针法 

5.6 回针绣（扣针绣） 

5.6.1 在刺绣织物的正、反面按相反的方向交替行针，上、下线迹交错重叠且平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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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根据行针方向可分为以下三种绣法： 

——顺回针：刺绣的行针方向与线迹的走向相同，正面线迹首尾相连，反面线迹部分重叠； 

——倒回针：刺绣的行针方向与线迹的走向相反，正面线迹部分重叠，反面线迹首尾相连； 

——斜回针：刺绣的行针方向与线迹的走向呈一定角度，刺绣织物的正面线迹会部分重叠。 

5.6.3 宜用于绣制实物装饰，针脚应细密均匀，多用于表现细长线条的纹样。 

5.6.4 扣针绣针法，见图 29。 

     

a)顺回针                   b)倒回针                 c)斜回针 

图29 扣针绣针法 

5.7 编织绣（织补绣） 

5.7.1 两组绣线只在刺绣图案的四周穿刺织物固定，在图案区域内则仿效织布的方式，分别沿经、纬

向脱离于织物独立行针，线迹纵、横排列并相互交织，形成平纹布纱线纹理。 

5.7.2 宜用于填充具有特殊肌理的图案。 

5.7.3 编织绣针法，见图 30。 

 

图30 编织绣针法 

5.8 对位绣 

5.8.1 以“上下行针型”针法通过往返两组行针，绣制出单纯的直线形线迹，其正反面线迹的方位完

全对应一致。 

5.8.2 宜用于特殊图案的装饰边线。 

5.8.3 对位绣针法，见图 31。 

 

图31 对位绣针法 

5.9 缠绕针绣 

5.9.1 由两根绣线构成，其中一根绣线通过“顺回针”在刺绣织物上形成轨迹底线，另一根绣线在刺

绣织物的正面水平穿过底线的每一个线迹，并缠绕每一对相邻的针迹行针，两根绣线分别在纵垂面和水

平面各自形成一组线圈状线迹并且相互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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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宜用于贴布图案边缘的锁边贴缝。 

5.9.3 缠绕针绣针法，见图 32。 

 

图32 缠绕针绣针法 

5.10 长短针超绣 

5.10.1 每一针出针和入针应按纹样方向往前填空行针，行针路线应保持左右或上下方向循环反复，针

迹和线迹应呈现端直状。 

5.10.2 宜用于绣制大型图案，针脚应细密、平整。 

5.11 压针绣 

5.11.1 应以齐针绣和掺针绣为基础，行针时应用一针短线压在一针长线上，并保持每绣一针长线后均

在同一位置压上短线，线迹呈篱笆状，纹样边缘整齐且内部交错有致。 

5.11.2 宜用于解决大面积长绣线的挂丝问题，常见于表现厚重质感的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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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羌族刺绣针法实物图 

 

图A.1 掺针绣 

 

图A.2 齐针绣 

   

图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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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4 架绣 

 

图A.5 单钩绣 

 

图A.6 锁边绣 

 

图A.7 打籽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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