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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体功效与情感认知方面探讨青年女性人体体型以及身体的维护健康保健,并设计具有舒适性和保健性

的功能防护服,其风格以时尚装外套和内搭为主,主要创新点在其肩部按摩珠,通过芯片控制开关,使其呈现出更好的舒

适性与保健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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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患肿瘤疾病、乳腺癌疾病以及肺活量下降

的青年女性越来越多。为了保障女性着装的舒适性与

保健性,从服装人体工程学及卫生学的情感认知角度,
预备在其肩部及关键部位设计按摩珠,并通过芯片控

制开关。目前在内衣肩带上运用过按摩珠,但因其贴

身性,会有紧绷感,不易根据个人想法随时脱下,相较

之下,以人性化设计服装安装按摩珠来缓解效用会更

舒适,也可以在想放松时,随时随地的脱下外套。

1 青年女性体型特征

1.1 体型

体型是指人体的外形特征与类型[1]。人体的体型

由人体的高矮、胖瘦及体表曲线共同构成[2]。人体有

矢状、冠状和横断3个切向方向的截面[3]。相应的,人
体的体表曲线也可分为正面、侧面和横截面体表曲线。
按照国标的胸腰差,将体型划分为Y、A、B、C四类。Y
体型的胸腰差为19~24cm,A体型的胸腰差为14~
18cm,B体型的胸腰差为9~13cm,C体型的胸腰差

为4~8cm。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胸围和腰围的横截面

体型特征区分较有效,但缺少了矢状面的分析。
人体侧面形态与国标相结合进行具体分类。人体

侧面形态与服装侧缝、烫迹线等侧面造型密切相关,将
人体矢状、冠状相结合进行立体组合分类,可为服装结

构设计提供更加完整的控制部位信息,将更有利于提

高服装的立体合体性。

表1 测量项目

指 标 测量项目

高度 身高、胸围高、腹围高、前颈点高、下胸围高、臀围高、后颈点
高、前腰高、臀根围高、坐姿颈椎点高、后腰高

长度 前颈点至胸围线长、后颈点至肩胛点水平距离、后颈点至肩胛
点垂直距离、左臂长、右臂长

厚度 前胸点坐标、后胸点坐标、前腰点坐标、后腰点坐标、前腹点坐
标、前臀点坐标、后臀点坐标

宽度 总肩宽、肩宽、胸宽、腰宽、臀宽

围度 颈围、胸围、腰围、臀围

重量 体重

表2 青年女性各控制部位与全国样本均值比较

单位:cm

指 标 青年女性均值 全国样本均值 均值差值

身 高 160.70 156.58 3.12
颈椎点高 134.95 133.00 1.95
坐姿颈椎点高 62.92 61.58 1.34
胸围高 112.86 112.64 0.22
总肩宽 35.18 39.63 -4.45
颈 围 35.12 33.68 1.44
胸 围 83.69 84.07 -0.38
腰 围 72.80 69.77 3.03
臀 围 91.23 90.37 0.96
全臂长 53.43 50.00 3.43

1.2 体型特征

人体常见测量项目见表1。查阅资料得出青年女

性各控制部位与全国样本比较见表2。从表2中可得

知现代青年女性的整体体型比较高大,胸腰差普遍较

小,胸腰差值属于B体型范围。青年女性主要集中于

瘦长型和标准型,其中瘦长型占72.7%为绝大多数。
标准的A体型的占比明显下降,而B体型和C体型的

占比大幅度上升。与全国样本相比:青年女性体型高

大,但整体体型匀称且上下比例比较优美;胸腰差偏

小,且胸部普遍扁平,腰部正常,臀部较为丰满,且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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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体型中的B、C体型比例在逐渐上升。研究结果

显示,现代青年女性165/84B4的号型覆盖率最大为

2.2%。

2 防护服的舒适性

防护服装的舒适性定义很难定论。然而美国制

冷、供热和空调工程学把舒适性定义为“人们对环境温

度的满意”。这仅仅指的是温度舒适性。其他关于防

护服装的舒适定义都只是凭“感觉”而论,人们的生理

和心理指标差别很大,有的人觉得舒适,换另一个人不

一定觉得舒适。
服装设计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着装的舒适程度。

对于防护服来说,着装的舒适性尤为重要。因此,为
了不根据人的感觉判断,从物理的角度展开温度舒适

性的研究,从防护服的结构设计对舒适性的影响展开

讨论,这样能够更好地从整体设计防护服,从而设计出

具有较好的舒适性的防护服。

2.1 防护服的衣下间隙对舒适度的影响

服装的功能除了保护隐私之外,还能够对人体的

湿热传递产生阻碍功能,这样能够帮助人们防寒保暖,
更好地进行户外活动。防护服衣下间隙同时影响着装

舒适性。着装的衣下间隙大小能够直接影响着防护服

结构设计的宽松程度和着装层数[4]。
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款式和不同的功能的防护服

发现,人在工作时,穿的防护服下间隙较大时,人体会

受到防护服的影响,使人体产生不舒服的情况和不良

的情绪。因此采用相对贴体型的设计可以有效地防止

温度的散失,达到相对舒适的效果。

2.2 开口的设计对着装舒适度的影响

服装开口非常重要。对于防护服来说,为了提高

衣服内外温度之间的交换,需要做开口设计,这样才能

确保防护服的舒适度。开口设计应包括领子、袖子和

下摆。有些防护服会在腋下、背部、肩部进行开口设

计,以提高着装的舒适度,保证人们正常地穿着。
在防护服研究过程中,将开口处正常状态与紧束

状态进行对比发现,开口紧束之后服装内部的温度明

显提高,透湿指数明显降低。防护服的开口越大,防

护服热阻提高。但是当防护服的开口超过一定数值之

后,服装的热阻会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这就说明

开口设计越大,影响防护服热阻就越明显。

3 防护服的保健性

绿色服装有益于健康。人们长期在绿色环境工

作,皮肤的温度可以下降1~2℃。可以使人体血液流

速放慢,心脏的压力也减弱,使得心理活动平缓,紧张

的情绪会放松一些。另外,对人的视觉神经也可以起

到治疗的作用。
红色服装可以抵拒太阳的紫外线。紫外线在290

~320nm波段对人体的伤害最大。然而红色辐射波

可以吸收它。
白色对热的反射率高,所以夏天穿白色服装能使

人体感到凉快[5]。

4 防护服的作用

外套肩部虚线以上加上恒温面料保持体温,外套

内部加上按摩珠,通过芯片控制开关能在需要时缓解

青年女性长期保持同一姿势带来的疲惫,如图1所示。

图1 外套肩部设计展示

单衣是紧身型,是为了更好贴合青年女性的身体,
防止温度的散失。虚线部分是自助发暖面料,借助紧

身型的优势贴合人体,缓缓发热缓解局部的疲累,如图

2所示。

图2 单衣内搭图

5 防护服LOGO设计

服装LOGO设计,如图3所示。

LOGO灵感源于棉花和呵护的双手。了解到现在

的社会对青年女性要求很高,而青年女性对自己的要

求也很高,她们不单单要面对职场上的各种问题,还要

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麻烦,所以该LOGO是想让青

年女性穿上我们功能服的时候能感受到棉花一样轻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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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容忽视的温暖,就像孩童时期被父母呵护一样包

裹全身但又轻轻的温暖。

图3 服装LOGO《呵护》

6 防护服款式设计

根据女性体型尺寸和头面部尺寸,对服装进行了基本

规格设计制定:衣长75cm,胸围120cm,领高6cm,袖长

68cm。设计款式为外套和单衣的基本款式,对于生理防

护设计在服装的领围部分、肩部、肘关节处。

图4 防护服的款式图

  服装的整体效果偏工装,半高领的设计阻挡一定

的风,起到较好的保暖效果。袖口是可调节的,有两个

扣子可以调节一定的松紧。肘部有特殊的保护面料,
在不经意的磕破时能保护肘部。

7 结语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产品多样化,以及设计

理念和实现手段的创新,先进材料和网络应用为防护

服装的舒适性及保健性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力。由于

在青年女性运动过程中,人体会产生热量,因此,服装

的舒适性与透气性很重要。为了能够更好地提高防护

服着装舒适度,在服装的腋下部位增加开口结构设

计,从而确保在人体运动的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热

湿平衡,这样人体不会感到闷热潮湿以及寒冷。服装

颜色可以选用绿色、红色和白色。其按摩珠的设计,可
缓解青年女性的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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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romhumanefficacyandemotionalcognition,thebodyshapeandthehealthcareofyoungwomenwerediscussed.

Functionalprotectiveclothingwithcomfortandhealthcarewasdesigned.Thestyleofprotectiveclothingwasmainlyfashionablejack-

etandinnerlap.Themaininnovationwastheshouldermassagebeads.Theswitchwascontrolledbychip,sothatithadbettercom-

fortand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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