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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的装饰性和功能性是服装造型的两大要素并融合在同一件服装上,在穿着效果上也是整体不可分离的。

确定了品牌服务人群等于确定了服装纸样设计的特征数据。相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即使是稍有差别,人体形态数据也大

不相同,不同职业人群服装的基本功能性更要求纸样设计细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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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品牌服务人群,建立企业基型

1.1 目标人群人体数据分布

在女装中,准确了解品牌服务人群人体数据就是

把握了所谓的“着装方法”和“制作方法“。着装方法相

当于形态系列,制作方法相当于功能系列,也就是说服

装不仅要满足于着装者的外形形象,更要满足着装者

对服装的心理舒适性。
人体形态系列 人体功能系列

1方位和体型
纸样基本构造

构造和动作

1颈部：领围、领子
2肩部：肩
3上肢：袖
4胸部、背部：胸宽、背宽
5肘部：腰
6臀部
7下肢

2形态比例
纸样比例

3有形的形态
纸样均衡，合体

4动势形态
纸样放松量和适应

下半身服装
裙子 裤子

人体局部、服装美效果

局部纸样

人体、服装美的效果

服装原型

图1 服装造型用基形

如图1所示,它就相当于一个以人体为基准,以美

的要素为手段来做纸样设计。

1.2 企业基型

服装基型同原型的作用大体相同,而在总结服装

造型与人体关系时,通常片面地考虑了服装合体,穿着

舒适等实用方面的要求,减少了立体裁剪与平面衣型

转换的过程中,对面料质地、款式造型、色彩纹样等服

用特性及工艺技术应用等内在因素的表达。

现代企业基型的设计是以原有基型为基础,充分

保留基型的优点,结合原型裁剪中灵活、多样的结构变

化理论,运用纸样分割、省道转移等变化手法,加强了

对款式造型的处理,使设计师可以快速地在企业基型

的基础上变化出服装造型所需的结构纸样。
在纸样设计过程中,除肩宽、背宽、胸围、腰围、臀

围是需要对人体进行测量而得到的数据,其他各部位

的尺寸都需根据胸围或臀围用特定的计算公式求取,
这就表明人体各部位的变化与胸围或臀围的变化有着

密切的联系。企业基型的制图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的。企业基型把结构设计中所需的各部位尺寸,与人

体的胸围或臀围联系在一起,建立一个严密的计算网

络。这种计算网络的建立剔除了传统服装结构设计中

的经验成分,给计算机在现代服装结构设计中的广泛

应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2 衣袖基型的建立与转变

袖窿与人体臂根围相吻合,形状与尺寸离不开人

体。在服装袖窿结构与形状的研究中,一是解剖人体,
观察人体臂根围截面,能直观并且详细地了解到眩骨、
三角肌、胸大肌、棘上肌、前后腋窝下脂肪层等内部关

系。二是用蛇型尺在人体臂根围进行精确测量,在保

证不变形的情况下,拓画在纸上,这样也能清楚观察到

外型轮廓线。同时,可以准确测量臂根围度尺寸,建立

起袖窿结构的基础理论,有利于在各种款式服装变化

中,推导出科学合理的计算公式。
测量净胸围84cm的标准人体臂根围尺寸近似整

圆,直径在11.5cm左右,围度36cm,从观察中得到,
前袖山曲率大,后袖山曲率小。前后腋窝点成前略高、
后略低的形状。

袖窿深推导:将测量得到的臂根围形状拓画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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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确定前胸宽与后背宽线。将肩峰点SP打开,将前

袖山弧线拉成与前胸宽所形成的11°夹角(11°根据是

手臂自然向上,轻微活动不受阻时确定的),此时按水

平线测出SP点移动为3.5cm,将此点作为有效袖窿

深点加原来的直径长度,再加肩斜角度形成的数据4.5
cm,可以得出12+3.5+4.5=20cm为前NP点至BL
线距离。如果弹力面料可以负紧身,面料比较厚,加上

肩部垫起尺寸0.5cm,那么NP点至BL线的距离可

为20.5cm。
前胸宽、后背宽公式推导:已知:B/2-龙门宽=前

胸宽+后背宽,84/2-11.5=30.5cm,30.5/2=15.25
cm(平均分配)。按前胸后背差1cm,前胸宽等于

15.25-0.5=14.75≈15cm;后 背15.25+0.5=
15.75≈16cm,按照这个推导式,大衣基型适当加放7
cm,1/2前胸宽分配2cm,1/2后背宽分配1.5cm。
按这些推导公式可得到大衣的袖窿基型制版。图2为

大衣基型衣身结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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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衣基型衣身结构设计图

这样得出的前袖窿尺寸一般控制在22~23cm,
后袖窿尺寸一般控制在23~24cm,结合衣袖制版要

素,确定袖壮线为33.6cm.则前后袖弦尺寸为22.5~
23cm。图3是根据以上几点所设计的大衣服装两片

袖基型。
袖子是整个服装的一部分,不能离开衣身单独存

在,所以它的制作会影响到整个服装的美观,要保证整

个服装的平衡美观。
肩部的衣身平衡:在上袖的过程中,以肩端点为支

撑点使其前中心线保持平衡,控制肩斜角度以及肩端

点的具体位置,就能保证由于肩斜而造成的衣身的不

平衡。
胸部衣身平衡:把胸省的大小控制好,在上袖过程

中左右衣片胸围处袖窿范围与袖山线接缝处要顺畅,

且左右对称。

袖壮线：33.6

袖肘线：28.5

袖口线：25

单位：cm

图3 大衣服装两片袖基型

胸腰衣身平衡:腋下袖窿范围与袖山连接处左右

尺寸拉伸量相等,保持腰线平衡。

3 衣袖基型参数

袖子是服装设计、裁剪和缝制的一个关键部位,随
着时代变迁和款式变化,人们追求服装舒适合体、美观

新颖需设计不同的袖型并与袖窿相匹配,但传统比例

裁剪法的运用并不那么灵活,并且初学者很难把握袖

子与袖窿的匹配关系,这就有待通过实验及分析,寻求

一种能简便快捷地处理好袖窿与袖子之间匹配关系的

方法。
袖山高调整的试验数据分析表1为袖山高调整的

试验数据。本组试验中窿深比的值不变,皆为0.7,此
时的袖窿弧长也为一定值。袖山高从 AH/5增加到

AH/3+3,数值从9.4cm增加到18.7cm。
袖山弧长随着袖山高的增大而增大,但袖山弧长

增大的程度不是很明显。袖山高每档增加1cm时,袖
山弧长每档只有0.1cm的增加量。两组数据之间的

相关系数达到99.8%。根据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袖山

高与袖山弧线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
袖山弧线=0.108×袖山高+49.56 (1)
袖肥与袖山高的差值与袖山吃势袖山弧长与袖窿

弧长差值,即袖山吃势,随着袖山弧长的增大呈递增趋

势。因此,当袖窿弧长稳定时,袖山吃势的量主要是由

袖山弧长决定的。袖山吃势从2.9cm增加至3.3cm,
每档增加0.1cm,都属于合体大衣类服装袖山吃势的

范围。因此,当窿深比为0.7,袖窿弧长不变时,随着袖

山高的增大,袖山就越趋于饱满。袖肥与袖山高的差

值从15.2变化至-3.5,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呈线性

关系,相关系数为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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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袖山高调整的试验数据

方案编号 袖山高 窿深比 AH
/cm

袖山高
/cm

袖山弧长
/cm

袖 肥
/cm

袖肥与袖山
高差值/cm

袖山吃势
/cm

1 AH/3-1 0.7 47 14.7 51.2 19.45 4.75 2.83
2 AH/3 0.7 47 15.7 51.3 18.7 3 2.94
3 AH/3+1 0.7 47 16.7 51.4 17.75 1.05 3.06
4 AH/3+2 0.7 47 17.7 51.5 16.65 -1.15 3.20
5 AH/3+3 0.7 47 18.7 51.6 15.6 -3.1 3.327
6 AH/4 0.7 47 11.75 50.8 21.45 9.7 3.7
7 AH/5 0.7 47 9.4 50.7 22.75 13.35 3.97

  根据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得到袖山高与袖肥的

差值与袖子吃势之间的关系式。
袖子吃势=-0.063×袖肥与袖山高的差值+

3.132 (2)
由此可以得到结论:衣身纸样设计完成后,袖笼曲

线的长度确定,而各种服装袖子的吃势也是比较固定

的,因此可以确定袖山曲线的长度,在此基础上可以依

据公式(1)确定袖山高,再依据公式(2)计算袖山高与

袖肥的差值,由此计算袖肥的数值。

4 结语

基型法制版技术在结构设计的基础上融入了版型

风格设计和版型效果调整技术。因此,基型法制版技

术上升到品牌服装版型风格设计和版型效果调整的技

术层面,适应了中、高端品牌企业对新产品版型设计的

人才需求。这种方法必然会继续被越来越多的服装企

业使用,并继续发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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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SleeveProcessofWomen'sClothing
ZHANGMeng

(ShaanxiPolytechnicInstitute,Xianyang712000,China)

  Abstract:Decorationandfunctionofclothingarethetwoessentialfactorofclothingmodeling.Theymergeonthesameclothing,

andtheyareinseparableinthewearingeffect.Determiningthebrandservicecrowdisequaltodeterminethecharacteristicsdataofthe
clothingpatterndesign.Thesamesex,differentagestages,evenslightdifference,thebodydatafromisalsoquitedifferent.Thebas-
icfunctionalityofclothingindifferentoccupationalgroupsrequiremoredetailedandaccuratepatter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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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andProductionofWarpKnittedSunShadingFabric
CHANGZhi-hong

(GalePacificSpecialTextiles(Ningbo)Limited,Ningbo315800,China)

  Abstract:Domesticandoverseasdevelopmentstatusofwarpknittedsunshadingfabric,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mesh

cloth,andtheproductiontechnologyanddevelopmentprospectwereintroduced.

Keywords:anti-ultraviolet;warpknittedsunshadingfabric;production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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