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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隐形的翅膀”系列针织服装的设计过程,包括主题、色彩、轮廓造型、尺寸计算以及样板设计等。加入

的设计元素,很好表达出了服装的主题。展示了服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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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织面料具有拉伸性好、透气性强等特点,利用这

些特点,将其应用在现代服装设计制作中,能够对服装

的外观装饰和穿着功能带来一定的改善,符合当今社

会人们对服装穿着舒适性越来越高的要求。服装设计

由艺术设计与技术设计构成。艺术设计是一种显性表

达,注重美感和情感性,以形象思维为主;技术设计是

一种隐性表达,注重数理性和逻辑性,以抽象思维为

主[1]。为了确保最终完成的作品能够充分体现设计意

图,在服装设计时要注意风格、主题、色彩、面料、装饰

品的配套设计,同时对结构、尺寸以及缝制工艺等也要

进行严谨的考虑。

1 “隐形的翅膀”系列针织服装的设计

在服装设计中,不同设计元素的使用构成了服装

个性化的风格。近年来,服装大师们的作品不再只包

含单一的设计元素,而是搭配使用多种元素,使服装具

艺术性及设计感,更能出神入化地表现设计师的设计

理念[2]。设计元素的使用要从设计灵感入手,该系列

针织服装的灵感来源于张韶涵的同名歌曲《隐形的翅

膀》。为了更好地表达设计者想要表现的主题,在这个

系列中服装的设计元素有:羽毛头饰、变化的袖型、白
色网纱、立体花等。
1.1 色彩

从实用功能上来讲,服装作为一种商品,色彩是其

显著的外貌特征,“远看颜色近看花”,说明色彩具有很

强的视觉冲击力,色彩表述着人们对生活的信仰、希望

与憧憬。该系列服装主要采用金黄和白色两种颜色。
童话里的天使都是身穿白衣,白色高雅纯洁,它是西方

文化中的崇尚色。在服饰用色上,白色永远是主要的

流行色,可以和任意颜色作搭配。金色是一种辉煌的

光泽色,更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纯色,它代表着温暖

与幸福。白色与金色搭配,是一组具有透明度的色彩,
给人一种神圣端庄而又不失优雅高贵的感觉。

1.2 面料的艺术再造

服装面料的艺术再造是改变面料原有的外观形

态,使其在肌理、形式或质感上发生较大改变,赋予服

装面料新面貌、新特性、新风格,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律

动感、立体感、浮雕感的新型服装材料形式[3]。该系列

服装所采用的是光泽强、悬垂性好、弹性大的针织面

料,轻薄、飘逸的网眼纱以及丝带。在面料结构的再造

设计上,运用了打褶、烫压等;在面料添加装饰性附件

上,采用多种材料、多种工艺手段来形成刺绣、贴花等。

1.3 轮廓造型

在服装造型设计中,轮廓是服装外形特征的主要

体现。服装外部轮廓在针织服装中主要体现在领部、
肩部、底边线的形态、长短变化以及胸围、腰围、臀围三

围上做松紧变化,使服装呈现多种形态与风格[4]。
(1)领部廓形 以现代简约形休闲领子样式为基础,

在肩部造型设计的配衬下,变化领型来丰富服装的轮廓造

型。对原有领型进行夸张设计变形,将对称型领改为肩带

型,将平领改成“M”领,或者直接改为无领等。
(2)肩部廓形 在传统肩部造型的基础上进行夸张的

更改,采用网纱拼接来改变传统单一的肩部外轮廓。
(3)腰部廓形 女性的曲线美很大程度上体现在

腰部,所以它的设计是服装造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其设计变化影响到服装的整个外部廓形,在腰部改变

放松量,会改变服装的整体轮廓造型。腰围线的高低

变化,使人体更加高挑、适体,服装更加形象、自然,增
添夸张性。

2 服装款式效果

2.1 第一款针织服装

该款服装采用“V”字领设计,体现女性柔美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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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腰带可以收紧腰部,让身体曲线更显苗条,同时可

以使上衣呈现有规律的褶皱。褶皱被誉为服装设计中

的经典元素,是一种塑造服装造型和面料质感的手段,
可以表现出人体的动态美,传达一份气势和神韵。裙

披的制作采用面料和网纱拼接,网纱部分的小花,起到

点缀作用,使其时尚不呆板。悬垂感十足的面料配以

百褶经典元素,给较肥大的衣身增添了几分情趣,穿起

来显得俏皮可爱。如图1所示。
2.2 第二款针织服装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开放,生活空

间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得“透”这个词运用在服装中

已经不再陌生[5]。该款服装由上下两件组成,上衣为

抹胸,下装为裤子,外面搭配纱质斗篷,达到“透”的效

果,隐约可见优美的身体曲线。低调的搭配却得到了

满分潮味的造型。纱质斗篷上漂浮的立体花朵有种雾

里看花的意境,同时增添了衣服的立体感。如图2所

示。

正面效果图       背面效果图

图1 第一款服装效果图

正面效果图       背面效果图

图2 第二款服装效果图

3 服装的规格尺寸

“隐形的翅膀”系列针织服装的所有样板都是依照

规格尺寸在原型样板的基础上做成。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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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原型样板示意图[4]

3.1 第一款服装的样板尺寸

第一款服装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见表1。
表1 第一款服装的规格尺寸

部位 衣长 肩宽 背长 胸围 腰围

尺寸/cm 132 38 40 92 72

  裙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合肩、挽下摆缝耗=
132+2.5=134.5cm

1/2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92
+2.5)÷2=47.2cm
1/2腰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72

+2.5)÷2=37.2cm
3.2 第二款服装的样板尺寸

第二款服装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见表2。
表2 第二款服装的规格尺寸

部
位

衣
长

胸
围

裤
长

腰
围

臀
围

立
档

下
口

腰
头
宽

尺寸
/cm 20 86 107 72 92 23.8 30 4

  裤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合腰、挽下摆缝耗-
腰头宽=107+2.5-4=105.5cm

上档=成品规格-腰头宽=23.8-4=19.8cm
前臀围=成品规格/4-1=22cm
小裆宽=成品规格/20-1=3.6cm
前腰围=成品规格/4-1+省(4.5)=21.5cm
前下口=成品规格/2-2=13cm
后臀围=成品规格/4+1=24cm
后腰围=成品规格/4+1+4=23cm
大裆宽=成品规格/10=9.2cm
后下口=成品规格/2+2=17cm

4 样板制作

根据表1、表2计算得到了两款服装的样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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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样板制作,如图4、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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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第一款服装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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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二款服装的样板

5 缝制部分

“隐形的翅膀”系列针织服装只有几套,属于小批

量缝制,同时为了搭配更加完善,因而采用单套制作的

工艺流程。
第一套服装的缝制工艺流程:
面料拼接(手工链式缝)→合左肩(三线包缝机)→

合右肩(三线包缝机)→合左侧缝(三线包缝机)→合右

侧缝(三线包缝机)→绱花边(平缝机)→包缝领口(绷
缝机)→包裙边(绷缝机)

第二套服装的缝制工艺流程:
抹胸:绱松紧带(平缝机)→合左侧缝(三线包缝

机)→合右侧缝(三线包缝机)
裤子:合档(三线包缝机)→绱腰头(绷缝机)→挽

边(绷缝机)

6 结语

服装的艺术设计和技术设计是服装产品设计最重

要的两个根基,二者之间相互融合,使我们的服饰更趋

丰富多彩[6]。但是,设计并不只是简单地先进行艺术

构思,再用技术手段将其实现,而是在进行艺术设计

时,需要技术设计的知识去验证、补充以及启发设计者

的构思[7]。
(1)制作服装前首先需要根据主题确定自己的服

装款式,并画出款式效果图,款式一定要紧扣主题,保
持风格一致。

(2)打板时由于针织面料具有弹性、拉伸性及尺寸

不稳定性特点,使得针织服装制版与梭织服装制版有

明显的差异。考虑面料的性质及针织工艺对板型造成

的影响,制版中需要考虑适当减小长度尺寸;袖挖肩大

小应根据面料弹性适当增减,弹性越大,挖肩值越小。
(3)缝制时要根据不同的面料和不同服装部位选

用缝迹和不同的线迹密度,以满足针织服装的伸缩性

和缝合线迹牢度。例如衣片之间的缝合、下摆、袖口的

卷边等拉伸较多的部位要采用链式缝迹或包缝缝迹;
滚边、滚领、折边、拼接和饰边等采用绷缝缝迹,这样既

有很高的强力和弹性又能使缝迹平整;在衣服不易拉

伸的部位,像袖口、兜边等使用弹性小的锁式缝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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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型的数据来进行裤装结构设计,则可能会导致裤上

裆不符合人体臀部和下肢运动机能的需要。
臀大肌的凸度和后腰之间的落差使裤子后裆困势

设计成为裤装结构设计的重点。后档困势的设计决定

了裤装的外观款式造型与合体程度,是裤子结构设计

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裤子后困势设计不合理,会使

股外侧皮神经受损,直接影响身体健康。而裤子后裆

困势设计又主要取决于臀部脂肪中心带的形态和大

小,这个大小主要是丰满程度。从标准女性体侧面观

察臀腰形态特征,我们可以知道后臀部凸点垂直延伸

线与后腰点的间距一般为4~5cm左右,标准人体臀

峰点与后腰中点之间的角度一般为20°~22°左右。然

而这些数据都是我们给理想人体的一个标准,事实上,
由于人体的年龄、性别、种族等各有不同,体型也存在

很大差异,就臀部而言除了标准型外还有扁平型和凸

臀型等很多种。
扁平型臀部的人体型消瘦、臀部扁平、没有立体

感,反而使臀部显得扁平,没有曲线感,其后臀部凸点

垂直延伸线与后腰点的间距也会小于4cm,而后困势

大小也将小于20°。针对这种体型结构,在进行裤装上

裆设计时,我们也应采用减小后档困势,减短上裆缝尺

寸的方法,从而使裤子更加合体、舒适。
凸臀型臀部其后腰凹陷明显,臀部较为丰满上翘,

形成较大的臀腰斜度。如果这种凸臀体型者穿标准体

型规格的裤子时会出现后裆缝吊紧、后臀部绷紧,蹲下

时感觉不方便等现象。我们在进行裤装上裆设计时应

增大后侧缝困势,提高后翘量和放大后裆宽,使裤上裆

缝尺寸增长,以符合凸臀型体型结构。

3 结语

影响合体型裤上裆结构的因素很多,除了后上裆

困势、后起翘量和臀部体型外还有前后裆宽、前上裆撇

进量、面料性能等因素。因此,在进行各类裤型的裤裆

参数数值设计时,我们要把所影响的因素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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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ingFactorsofFitTypePants
CrotchStructureUndertheSameSpecification

MAYan-hong
(ClothingandArtDepartment,HuizhouEconomicsandPolytechnicCollege,Huizhou516057,China)

  Abstract:Inthestructuraldesignofthefitbodypants,theunreasonablecrotchstructureparameterandtheundesirablecoopera-
tiondegreeofarcaroundthecrotchwithbodyglutealfurrowandhipbottomwouldaffectthepantsversion.Fromtherelationshipbe-
tweenthecrotchandthehumanbody,underthesamehipandcrotchverticaldepth,thechangedparametersdataofbackcrotcharc
andbackcrotchwidthwasobtained.Itprovidedareferenceforparameterssettingoffittypepantscrotchstructure.

Keywords:samespecifications;pantscrotchstructure;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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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oductionof“TheInvisibleWings”SeriesofKnittedClothing
CHENJia-min,XUETao,MENGJia-guang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designprocessof“theinvisiblewings”knittedclothingwasintroduced,includingthecolor,theme,outlinemodel-

ing,sizecalculationandmodeldesign.Theclothingthemewasexcellentlyexpressedafteraddingsomedesignelement.Finallyit

showedtheapparelworkingsketchofthegarment.

Keywords:knittedgarment;fashiondesign;production;apparelworking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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