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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集了我国2013年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论文122篇,并根据各校研究方向把论文分为服装结构设

计与工艺、服装生产与管理、服装数字化研究、服装人体科学研究、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服装品牌策略、服装营销

与贸易共计7个方向;采用篇均参考文献总数、文献类型、语种情况、文献衰变情况4项指标,对论文后的参考文献进行分

析,为判断该专业学位论文的研究基础、研究发展特点提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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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以前称服装专业或服装

工程专业,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

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

录》中,正式命名为“服装设计与工程”,是工学类、纺织科

学与工程学科下的专业。该专业是服装学科的重点学科,
其下有数字化服装技术、功能服装、人体工学等新兴科技

研究方向,因此受到教育部的重视。如东华大学的服装设

计与工程硕士点,在2002年就被教育部批准为“211工程”
服装学科的国家重点学科。

服装设计与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是该专业硕士研究

生学术研究的成果,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学生需要对所

设定的研究方向进行全面、系统的追索,参阅大量的参

考文献;以此来掌握该论题的研究动态,激发研究创意

和灵感,确立选题依据,借鉴研究方法,从而保证论文

的新颖性和前沿性。因此参考文献作为学位论文的组

成部分,与正文一起构成了严谨、科学的研究过程和完

整的表达形式[1]。本文以国内2013年服装设计与工

程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研究,从而判断该专业学位论文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发

展特点。

1 数据来源与指标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万方的学位论文库为检索来源库,检索式为“学
科专业名称=服装设计与工程and学位授予年度=
2013年”,检索时间为2015年3月。中国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文献数量为120篇,万方学

位论文库为103篇;通过对检索数据进行去重处理,最
终得到150条数据。所检索结果不包含保密及其他原

因造成缺失的硕士研究生论文。
经过观察比较发现,尽管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在节点文献中提供了参考文献数据,但该

数据不提供非英语语种的其他外文文献、作者著录不

规范的文献、网络文献等。因此在本次数据分析中,大
部分参考文献分析是以打开原文的参考文献列表为

准。

1.2 指标选择

选用4项指标对统计的硕士学位论文文后参考文

献进行统计分析,以判断该专业的学位论文的研究基

础及学术视野。这4项指标分别是:篇均参考文献总

数、文献类型、语种情况、文献衰变情况。
统计方法采用了本文作者张辉博士针对文后参考

文献、分析指标的特点,研发的数据统计软件。该软件

能对不规则的文后参考文献文本进行整理,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数据统计。

2 数据预处理

在针对分析指标进行统计之前,需要对150篇论

文作如下预先处理。

2.1 整理归类

在这150篇论文中学位授予单位有17个,检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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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数量分别为北京服装学院27篇、东华大学25
篇、西安工程大学15篇、天津工业大学12篇、浙江理

工大学11篇、上海工程技术大学14篇、江南大学7
篇、陕西科技大学7篇、中原工学院7篇、东北师范大

学5篇、苏州大学6篇、吉林大学4篇、青岛大学4篇、
武汉纺织大学2篇、河北科技大学2篇、大连工业大学

1篇、汕头大学1篇。每个学校对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设了不同的研究方向,论文数目较多的前5位学校所

设置的方向如表1所示。
表1 5校研究方向设置

序 号 学 校 研究方向

1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舒适性与人体工程;服装结构设计;服装计
算机应用;服装品牌策略

2 东华大学 服装工程数字化研究;服装人体科学研究;服装
舒适性与功能服装研究;服装产业经济研究;服
装设计与技术研究;服装工艺与消费科学

3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结构设计研究;服装生产管理与营销策略
的研究;服装舒适性与功能性研究;服装文化价
值工程研究与系统开发

4 天津工业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艺理论及实践;服装数字化技术
与信息化管理;人体工学与功能服装;服装商品
及品牌战略

5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技术与理论;服装舒适性研究;服装企业管
理与营销;服装面料结构与性能;人体工程与数
字服装

  依据表1中各校的研究方向设置,把服装设计与

工程专业分为7个研究方向: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服
装生产与管理、服装数字化研究、服装人体科学研究、
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服装品牌策略、服装营销

与贸易。
把150篇文章按研究方向进行划分归类,各类论

文篇数分别为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26篇,服装生产与

管理14篇,服装数字化研究6篇,服装人体科学研究7
篇,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17篇,服装品牌策略

21篇,服装营销与贸易31篇。剩余28篇文章分别为

服装材料应用11篇、服饰文化与设计10篇、箱包鞋帽

7篇。其中11篇材料应用论文主要研究的是高分子纤

维材料,7篇箱包鞋帽论文主要研究的是鞋子结构问

题,均不属于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范畴;关于10篇服

饰文化与设计论文,根据《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

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大多数学校把服饰文化与

设计设置为设计学专业的研究方向,因此也不属于服

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范畴。经归类划分后,剔除掉不属

于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范畴的28篇论文,实际进入数

据统计分析的论文为122篇。

各研究方向数量排前两位的学校是:“服装结构设

计与工艺”东华大学9篇,西安工程大学4篇;“服装生

产与管理”东华大学5篇,西安工程大学3篇;“服装数

字化研究”东华大学3篇;“服装人体科学研究”浙江理

工大学2篇;“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苏州大学6
篇,东华大学5篇;“服装品牌策略”北京服装学院7
篇,天津工业大学4篇;“服装营销与贸易”北京服装学

院17篇,西安工程大学6篇。该数据一定程度上反应

了2013年国内各高校研究的侧重点。

2.2 文后参考文献整理

把122篇学位论文的文后参考文献复制到一个文

档里,并且通过北京服装学院张辉博士开发的数据统

计软件对其进行整理,使之规范整齐,方便统计。

3 结果和分析

3.1 篇均参考文献数量

篇均参考文献数量在一定程度说明了该学科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所阅读文献量,反映了研究的基础,且从

侧面反映了学生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及吸收能力。
被统计的122篇国内2013年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论文的文后参考文献共计6903条,参考文献

数量最多为70条,最少为51条,总体篇均参考文献量

为57条。具体各个研究方向的篇均参考文献数量如

表2所示。
表2 参考文献数量分析表

序
号

研究方向  
论文
篇数
/篇

参考文
献数量
/条

篇均参
考文献量
/条·篇-1

1 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26 1399 54
2 服装生产与管理 14 809 58
3 服装数字化研究 6 304 51
4 服装人体科学研究 7 493 70
5 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 17 1162 68
6 服装品牌策略 21 1152 55
7 服装营销与贸易 31 1584 51

  表2统计结果显示,服装生产与管理、服装人体科

学研究、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这3个方向的篇

均参考文献数量超过了总体篇均参考文献量,反映了

这3个方向的学生对已有科研成果的阅读及参考较

多。其中服装人体科学研究方向的篇均参考文献数量

最多,其次是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篇均参考

文献数量最少的是服装营销与贸易、服装数字化研究,
但从总体来看,7个方向的篇均参考文献数量相当,差
异不大。

由于差异不大,除了学生文献检索及专业水平、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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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程度、标注参考文献是否规范等因素外,篇均参考文

献数量的差异应与学科发展特点有关。一般来说,学
生在论文创作的过程中都要参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但
只有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才能列入参考文献清

单里[2]。因此参考文献数量与该论文研究领域、前人

研究成果的多少密切相关。对于以前很少有人研究或

尚未有人研究的领域或方向,相关的参考文献一般也

较少,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往往创新性强,或者该领

域研究难度大不易出成果。从表2可看出,服装生产

与管理、服装人体科学研究、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

究的发展对已有研究成果有很大的依托性,具有较强

的渐进发展特点。而篇均参考文献数量较少的服装营

销与贸易、服装数字化研究有很大的创新空间,其中服

装数字化研究领域的研究难度较大。

3.2 文献类型

在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中以参考文献总数量为分

母,各文献类型数量为分子,可计算出文献类型在所有

参考文献中所占的百分比,从而可分析该研究方向论

文的主要参考来源。选择三种主要学术论文即期刊论

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以及专著、网络资源共5项作

为文献类型分析指标。其中选取网络资源作为指标之

一,是因为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上有许多珍贵的 Open
Access资源,网络资源越来越得到重视。

在122篇论文的6903篇参考文献中,期刊论文占

48.08%,会议论文占1.1%,学位论文占14.64%,即
三种主要学术论文所占比例为63.82%。另外,专著占

18.67%,网络资源占2.88%。各研究方向的统计结果

见表3。

表3 文献类型分析表 单位:%

序 号 研究方向 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 专 著 网络资源

1 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41.74 0.50 13.15 24.01 3.50
2 服装生产与管理 46.47 1.97 15.69 19.03 4.44
3 服装数字化研究 51.97 1.64 26.97 5.26 0.65
4 服装人体科学研究 45.63 0.01 17.03 15.41 2.63
5 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 63.25 1.46 8.26 11.61 1.03
6 服装品牌策略 46.61 0.52 13.97 21.18 3.29
7 服装营销与贸易 44.38 1.26 17.48 20.70 3.09

  从表3可看出,期刊论文是国内2013年服装设计

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的主体,所占比率

远高于其他类型文献。其中期刊论文引用比率最高的

为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其次是服装数字化研

究。期刊论文一般具有出版周期短、内容更新快、专业

性强且信息量丰富的特点,对于学生把握学术动态、追
踪学术前沿、寻找创新突破点的研究很有帮助。因此

期刊论文引用比率高是符合文献特点的。
专著、学位论文的所占比率为其次,其中服装结构

设计与工艺、服装生产与管理、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

研究、服装品牌策略、服装营销与贸易5个方向引用专

著高于引用学位论文。专著一般具有出版周期长,内
容具有系统性等特点。这些研究方向较多引用专著从

侧面说明了其研究具有一定的文献基础。
引用学位论文的比率高于专著的研究方向有服装

数字化研究和服装人体科学研究。服装数字化研究的

学位论文引用率远远高于专著与该研究方向的文献特

点有关。服装数字化是服装工程学科较为前沿的研究

方向,它需要研究者同时具备服装专业知识、计算机研

究开发能力,因此它的研究也具有一定难度。服装数

字化的专著一般为面向大众的应用类论著,比如如何

使用服装CAD软件进行制版或者设计,但关于论及如

何研究开发该软件的论著极少。而学位论文则可以针

对该研究方向有较全面的文献综述,对使用的研究理

论、研究方法及结果都有详细陈述,有的论文还提供了

详尽的数据、软件开发的主要代码等。因此学位论文

就成了该研究方向的重要参考文献类型。
另外,会议论文、网络资源的比率极低表明服装设

计与工程专业的专业互动性较少,缺乏会议学术产出;
网络资源尤其是权威的学术网络资源也较少。

3.3 语种情况

语种分析统计结果见表4,其百分比表示外文文献

数量在该学科门类参考文献总量中所占的百分率,外
文包括了英文、日文等语种。在122篇论文的6903篇

参考文献中,外文所占比率为23.03%。从表4可见,
在7个研究方向中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的学位

论文引用外文文献的比例最高,其次为服装品牌策略。
这意味着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国外的研究和技术水平领

先于国内。显然,为保证论文研究成果的前沿性,该方

向的研究生需要更多地收集国外学科和相关领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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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状况,以寻找创新点。
服装数字化研究的外文引用率为最低。通常研究

国内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立足于对民族、传统方

面的研究,那么其外文引用率应会较低。然而服装数

字化研究的外文引用率低则与其大量引用本国学位论

文有关。
表4 文献语种分析表

序 号 研究方向 外文百分比/%

1 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18.15
2 服装生产与管理 20.64
3 服装数字化研究 12.17
4 服装人体科学研究 16.02
5 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 35.97
6 服装品牌策略 25.52
7 服装营销与贸易 21.52

3.4 参考文献的衰变情况

使用普赖斯指数来分析参考文献的衰变情况,是
指用年限不超过5年的参考文献数量与参考文献总量

之比当作指数,用以度量文献的老化速度和程度。指

数越高,衰变越快,也代表作者引用了更多最新发表的

文献。本文计算了5年普赖斯指数,即2009~2013年

的参考文献数量所占比率。122篇论文中的6903篇

参考文献的5年普赖斯指数为28.39%,7个研究方向

的普赖斯指数见表5。
表5 参考文献的衰变情况分析

序 号 研究方向 5年普赖斯指数/%

1 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30.52
2 服装生产与管理 28.55
3 服装数字化研究 36.18
4 服装人体科学研究 20.08
5 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 21.51
6 服装品牌策略 30.30
7 服装营销与贸易 31.62

  在7个研究方向中,服装数字化研究的5年普赖

斯指数最高,意味着该方向的学位论文参考和引用最

近年份的参考文献数量最多,更多地关注了该研究方

向的最新前沿资料,同时也表明了该方向的文献老化

速度较快。指数相对最低的研究方向为服装人体科学

研究,表明该研究方向的文献老化速度较慢,该方向的

学位论文更多参考了5年以前的文献资料。

4 其他影响因素

在各个评价指标分析中除了学科研究发展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数据变化;但这些因素较

为隐蔽,不易通过数值来反应。不过这些因素却影响

了学科专业的研究基础和学术水平。这些因素包括:
(1)客观存在的学生水平差异。这个水平包括了

学术专业水平、综合素质及信息素养。信息素养决定

了文献检索的结果及使用。学生充分了解自己研究方

向的文献类型、来源,并掌握检索技巧,才能充分利用

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院校间的数字资源是否丰富、
是否容易获取,也会影响到参考文献的采用。

(2)参考文献是否规范标注。参考文献的正确、规
范著录是实现参考文献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充分体现

了论文创作者的学术道德和学术作风。如果没有按著

录标准的格式进行标引,比如标注信息不完整,没有写

上发表年份等,或者不理解文献类型识别代码的意义,
张冠李戴如明明是专著,却标上了[J]。这些都将造成

统计结果的不准确。
(3)参考文献是否如实标注。比如漏引,明明参考

了别人的文章,却在文献清单中没有列出。这也许是

因为抄袭了别人的文章或是创新性不够。又如未亲自

查找、阅读原始文献,直接对其进行转引,或多引,即为

了显示水平高而盲目引用权威文献或外文文献。

5 结论

国内2013年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的总体篇均参考文献量达57条,学术论文所占比例为

63.82%,外 文 占 比 为23.03%,5年 普 赖 斯 指 数 达

28.39%。这些数据反映了该专业学位论文具有良好

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基础。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7个

主要研究方向的发展各有特点,其中篇均参考文献数

量最多的是服装人体科学研究方向,期刊论文引用比

率最高的是服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引用学位论

文的比率高于专著的研究方向为服装数字化研究。服

装舒适性及功能服装研究学位论文引用外文文献的比

例最高,服装数字化研究的5年普赖斯指数最高,服装

设计与工程专业7个方向的会议论文、网络资源的比

率均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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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浴比与匀染性的关系

染色,采用一浴两阶段染色工艺,通过分析染色配方中

各工艺条件对染色性能的影响,得出最佳的染色工艺

条件为:染色温度60℃,染色时间40min,固色温度

100℃,固色时间50min,食盐40g/L,碳酸钠15g/L,
浴比1∶40。在此工艺条件下,活性染料的上染率可达

到60%以上,且匀染和透染效果好,有效提高了染料的

利用率,避免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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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yeingProperty
ofReactiveTurquoiseBlueK-GLonCottonFabric

ZHANGLi-hua,RENXue-qin,ZHANGHui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reactiveturquoiseblueK-GLwasusedtocottonfabricdyeing.Theinfluencesofdyeingtemperature,dyeingtime,

fixationtemperature,fixationtime,dosageofsaltandalkaliagentandbathratioonthedyeingeffectwerestudiedbasedonthesin-

glefactoranalysismethod.Thedyeingrate,K/Svalueandlevelnessweretested.Theoptimalprocessconditionsweredyeingtemper-
ature60℃,dyeingtime40min,fixationtemperature100℃ ,fixationtime50min,sodiumchloride40g/L,sodiumcarbonate15

g/L,bathratio1∶40.Undertheoptimumconditions,thedyeuptakeofreactivedyescouldreachmorethan60%,anditeffectively
reducedthewasteofdyes.

Keywords:reactiveturquoiseblueK-GL;cottonfabrics;dyeing;dyeuptake;K/S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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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AnalysisoftheMasterThesisMajor
inClothingDesignandEngineeringin2013

LIYan1,ZHANGHui2
(1.Libraryof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2.SchoolofClothingArtandEngineering,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122papersintheareaofclothingdesignandengineeringin2013werecollected.Thesetheseswereclassifiedintoseven
groupsaccordingtotheresearcharea,suchasclothingstructuredesignandtechnology,clothingmanufactureandmanagement,
clothingdigitalization,clothinghumanscience,clothingcomfortandfunction,clothingbrandstrategy,clothingmarketingandtrade.
Thethesisreferenceswereanalyzedfromtheaspectsofreferencenumber,referencetype,language,andreferenceperiod,soasto
findthefundamentalresearchandresearchtrendinclothingdesignand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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