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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践教学代表案例 

案例 1. 织物基压力湿度阵列式传感器 

项目简介：开发了一种用于坐垫的智能感知织物，可同时检测压力和湿度。压

力传感纱线采用镀银尼龙芯纱+石墨烯复合锦纶包缠结构，湿度传感纱线采用镀

银尼龙芯纱+吸湿快干纤维包缠结构，均通过 HN32-04花式捻线机制备。通过系

统测试不同捻度纱线在压力下的电阻变化曲线和湿度下的电容变化曲线，筛选

出最优性能的传感纱线。最终采用自动剑杆织机将优选纱线织造成阵列式传感

织物，并集成到坐垫中，构建了完整的便携式测量系统。该智能织物兼具环境

感知功能和穿着舒适性。 

    

 

案例 2. 集加热加压电刺激于一身的多功能袖套的制备 

项目简介：当前手臂康复及运动护理产品功能单一，难以满足淋巴水肿治疗中

热疗、加压疗法与电刺激协同作用的需求。基于临床知识，本研究开发一体化

多功能袖套，通过融合热疗、气囊加压和电刺激三种模态，发挥协同效应以显

著提升血液循环效率、促进肌肉激活并加速组织损伤修复，为运动恢复及术后

康复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为了达成此目标，项目将此方案划分为气囊加压,加

热,电刺激三个版块，并着重对气囊充气加压过程进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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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集加热加压电刺激于一身的多功能袖套的制备 

项目简介：智能可穿戴的能源供应是制约其发展的核心瓶颈，目前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传统电池的局限性、能源收集技术的效率与稳定性不足、材料与技术的

集成等问题。湿气发电作为一种新型可再生能源捕集转换技术，在可穿戴电子

设备供电、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基于此，我们小组

通过构筑有利于离子高效运输的湿气发电功能材料，研究了一种基于芳纶纳米

纤维的湿气发电机，致力于解决智能可穿戴纺织品的能源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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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成果奖与教师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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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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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材与教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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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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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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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能纺织品相关优秀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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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智能纺织品相关高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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