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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服装衣架设计不合理造成服装在存放和晾晒过程中变形或损伤的问题,通过消费者问卷调查、访谈及4
种不同品牌衣架的悬挂试验,总结出现有衣架存在问题。同时提出的优化方案包括将衣架分为男用和女用两款,根据人

体肩部的前倾角度,改变多数衣架采用的平面化形态等设计细节,减少衣架在使用过程中对服装本身造成的不良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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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服装行业迅速发展,衣物的

材质、款式越来越多,人们对服装存放和晾晒时经常使

用的衣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许
多衣架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衣架容易变形、
易损坏、衣物容易滑落、衣架不能适应不同尺码的衣

物、在服装存放和晾晒过程中对服装造成损害等。不

少研究者对衣架做过不同程度的改良研究,多侧重于

衣架节省空间和自动化收衣服等方面[1-3]。本文从减

小使用过程中对服装损伤的角度出发,对衣架进行优

化设计。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形式,了解现有衣架在生

活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市场上销售的衣架进行悬挂试

验,找出存在的问题,探讨改进方案,在人体数据基础

上,建立人体肩部3D模型。根据调研结果和试验数

据得出新衣架的设计方案。研究路线见图1。

2 试验部分

2.1 使用者调查

2.1.1 问卷调查

设计调查问卷,以拦访的方式向年龄在20~50岁

之间的人实际发放问卷2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35
份。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99.26%的受访者在日常生活

中既在晾晒时使用衣架,也在存放衣服时使用衣架;最
简单的 铁 质 衣 架 由 于 其 成 本 低 廉、耐 用 等 特 征 被

38.52%的受访者所使用;53.34%的受访者表示,现有

衣架由于设计缺陷,在晾晒和存储过程中对服装存在

不同程度的影响;有65.93%的受访者出现过由于衣架

设计不合理而导致衣物在晾晒或储存过程中不同程度

受损的问题,其中又有11.12%的受访者表示,这类损

伤导致衣物无法正常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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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路线

2.1.2 访谈调查

对10名年龄在20~60岁之间,有丰富生活经验

的女性进行了访谈,地点选择在大型超市。通过访谈

中受访者反馈的信息,分析并总结出现在衣架使用过

程中的主要问题:
(1)衣架的大小不能很好地与服装大小匹配,导致

领口易撑大,肩袖附近易撑出鼓包;
(2)肩线处的防滑结构,易导致服装肩线变形;
(3)结构设计较为复杂的衣架在构件衔接处,容易

藏污纳垢;
(4)过细的衣架,例如钢丝衣架,会导致服装肩部

出现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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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场衣架调研和试验

2.2.1 衣架基本情况调研

针对市面上的衣架品种进行实地调研,选择4种

典型衣架总结其存在问题见表1,衣架实物见表2。

2.2.2 4种衣架悬挂试验

对4种衣架进行悬挂试验,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

女士衬衣、男士衬衣、女士针织服装、男士毛衣、男士普

通西服款式,在干燥和浸湿的2种状态下进行试验。

表1 4种衣架的基本情况

编 号
品 牌

产 地 材 质
尺寸

长度×高度×宽度/cm
优 点

衣架一ISHDA 日本 环保PP 37.5×20×1.3 领部不因悬挂时的拉伸变大;肩部弓形设计使衣物不易脱落

衣架二BTLEFE 韩国 PP 51×9.3×3.5 可伸缩肩部划片,适合各种号型服装;中心小挂钩,节省空间

衣架三格米诺 中国 人造海绵、实木、布 38×12×2.5 包裹柔软面料、海绵,挂钩处球面设计,减少衣物刮伤

衣架四艾仕可 中国 ABS+TPE、不锈钢 41.5×20×1.5 可拆卸防滑条,防止衣物滑落

表2 衣架的实物图

编 号
品 牌

衣架实物图

衣架一

ISHDA

衣架二

BTLEFE

衣架三
格米诺

衣架四
艾仕可

  由表2可知,类似衣架一、衣架四挂钩下的凹槽设

计,可以解决针织衣物领口拉伸的问题;类似衣架二的

滑动调节板,可以满足不同尺码的服装需求;衣架需要

根据男女分别设计两肩的前倾角度,防止男女装垫肩、
胸衬、以及肩部自然前扣趋势被过于平直的衣架完全

向后绷直而造成变形;衣架设计中应避免易附着水渍、
沾染灰尘的棱角、凹槽;当衣架宽度适当加宽(不小于

1.5cm)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勒痕;衣架材料硬度

应适中,避免出现折断现象;肩部需要符合人体曲线,
增加符合人体工学的附加板,避免垫肩、胸衬、肩线的

变形。

2.3 衣架肩部造型

人体肩端部呈球面状,前肩部呈双曲面状,肩头前

倾,整个后肩呈弓形状[4],人体肩部前倾角度见图2。

肩部前倾角

图2 肩部前倾角度[4]

曲面建模主要适应于其表面或曲面具有一定光滑

度且不能用简单数学模型进行描述的复杂物体型面。
这种建模方法的重点是由给出的离散数据点构成光滑

过渡的曲面,使这些曲面通过或逼近这些离散点[5]。
根据拟合曲面的表示方法不同,曲面建模有以下分类:
多边形描述,由一系列有序凸多边形来描述拟合曲面,
通常为三角和四边形作为基本单位[6];参数化曲面描

述,由参数化曲面拟合离散数据点,包括Bezer曲面、

Bezier曲面[7];碎片描述,应用许多小片的曲面光滑连

接在一起,构成小碎片的曲面由4条三维的边界曲线

定义,因而生成的空间四边形是扭曲的小曲面,适合用

来表示复杂的弯曲表面。
建立肩部模型采用曲线建模的多边形描述体系,

建立男女人体模型,胸围为输入值,其他各个部位按照

公式进行计算[8]。按照数据建立人体肩部模型,为减

少衣架对服装造成的损伤,衣架2个肩头部位需要尽

可能地贴近人体肩点附近的肌肉以及骨骼组织,在建

立的人体模型基础上运用多边形描述法,进行编辑设

计,以此来确保衣架与人体更好地贴合。
基于模型而设计得出的衣架肩部造型见图3,这样

的造型确保了服装的肩部以及袖窿部位不会外凸形

变。同时也对在肩部有填充物的结构有良好的保形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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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衣架肩部造型

3 衣架设计与建模

3.1 设计方案

衣架设计方案中挂钩采用360度旋转结构设计,
使得衣架可以各个方向悬挂;衣架骨架横截面采用1.6
cm×0.8cm的圆角长方形结构,使得衣架侧面宽度可

以合理支撑悬挂的衣物,避免勒痕的产生;挂钩下部的

凹槽结构,使得在悬挂针织物开襟衣物时,衣物领口不

会被撑大;衣架表面避免易积累灰尘的结构设计。参

考国家标准中的男性肩宽以及对人台肩部前倾角的测

量数据,男士衣架肩宽采纳数为41.5cm,衣架前倾角

采纳数为12.5°;女士衣架的肩宽采纳数为36cm,肩
部前倾角采纳数为5°。

3.2 设计图

经综合分析后,最终男士衣架设计方案见图4,女
士衣架设计方案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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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男士衣架设计图纸

3.3 模型制作

采用3D建模软件对衣架进行建模,使用3D打印

对模型进行制作。衣架肩部配件设计方案见图6。肩

部配件结合3D建模,模拟了人体肩部造型,可以根据

需要安装在衣架肩部,并且可以在衣架肩线上滑动来

调节肩宽。

0.4cm

0.38
cm0.76cm

45.1cm
28cm

0.8
cm

1.6cm

155�

28
�

图5 女士衣架设计图纸

图6 肩部配件设计图

4 结语

针对普通衣架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方案:挂钩之下的凹

槽设计,解决了针织衣物领口易拉伸的问题;按照人体肩

部设计的滑动调节板附件,可应对不同号型的服装,能有

效地避免垫肩、胸衬、肩线的变形;按照男性与女性肩部差

异,分别设计两肩前倾角度,很好地保护了服装肩部自然

前扣的趋势;设计中避免了过于急转的棱角,有效地减少

了水渍的吸附;适当的厚度与硬度在避免衣物产生勒痕的

同时也延长了衣架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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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羊绒、羊毛定性分析模型验证情况

纤维样品
样品验证数
/个

正确数
/个

错误数
/个

模型识别率
/%

羊 绒 10 10 0 100
羊 毛 10 10 0 100

  近红外光谱分析法的优点是:(1)分析速度快,样
品可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完成检测;(2)适用样品范围

广,可直接对不同形态的样品进行检测;(3)分析效率

高,通过测量样品的光谱数据和已建立的验证模型就

可对样品进行定性分析;(4)具有可传输性,能实现在

线检测;(5)检测样品不用预处理,检测分析过程不会

产生污染;(6)操作便捷,对检测人员要求不高,通过简

单培训即可上岗。
近红外光谱分析法的技术难题是所建立的数据模

型的代表性,若建模过程中样品收集不够广泛,其检测

的准确性也难以保证。

3 结语

在现有的羊绒、羊毛检测技术下,检测方法各有优

缺点,仅靠某一种检测方法很难做到快速、准确地鉴别

羊绒与羊毛纤维;相比之下,应用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

来鉴别羊绒、羊毛纤维具有一定的优势。若将显微镜

法和近红外光谱法相结合来鉴别羊绒、羊毛纤维,其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科技发展

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近红外技术应会成为羊毛检

测领域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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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IdentificationMethodsofClothingCashmereandWoolFiber
WANGHua

(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Cashmereandwoolfiberwereidentifiedthroughcombustionmethod,opticalprojectionmicroscopy,scanningelectron
microscopy,infraredspectrumanalysisandmethodsofnearinfraredspectrum.Theadvantages,disadvantages,applicabilityandef-
fectivenessofeachfiberidentificationmethod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cashmereandwoolfibercouldbequickly&
accuratelyidentifiedbynearinfraredtechnology.

Keywords:cashmerewool;fiberidentification;testingmethod;nearinfraredspectrum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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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DesignofCoatHanger
ZHANGYi-fan,WUJi-hui*,LIUJie,ZHAOJia-shan

(SchoolofFashionArtandEngineering,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Inordertodealwiththeharmthatcausedbyunreasonabledesignofclothinghanger,throughthequestionnairesurvey
onconsumers,interview methodandexperimentoffourdifferenthangers,theshortcomingofexistinghangerswassummarized.

Somesolutionstooptimizeofhangerwereproposed.Bydividinghangerintomanandwoman,addingtheshoulderanteversionto

hangerandchangingcomplanateformofhangertoreducetheadverseeffecttoclothesthatcausedbyhanger.

Keywords:hangerdesign;humanbodydata;shoulderanteversion;curv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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