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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优化塑身裤规格设计,选取9名不同身高、不同体型的女性试穿同一品牌塑身裤,测量着装前后人体的尺

寸,进行着装压舒适和塑形效果主观评价,运用SPSSPRO软件分析数据。结果表明:腰部和腹部的压舒适感会直接影响

整体着装压舒适感。受试者对腰部塑形效果要求最高,其次是腹部和臀部;体重与下身围度尺寸成正比关系,而身高与这

些尺寸关系不大。通过回归方程建立体重、腹围和身高、腰围、臀围之间的线性关系,为企业细化塑身裤规格设计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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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身裤是塑身内衣中较为常见的产品,凭借独特

的修身功能,越来越受到广大女性的青睐。在穿用过

程中,若塑身裤压力过小,无法达到塑形效果,如果压

力过大,将会产生不适感,甚至对人体带来一定伤害。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就通过研究得出服装压

力的舒适范围是1.96~3.92kPa[1],过大的服装压力

会影响人体心跳速度、血压、血流速度、体核温度等指

标,从而进一步影响生理动态平衡机制[2-4],因此穿着

合适的塑身裤就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塑身裤品牌款式众多,通过对CN10/CNPP

数据研究部门分析出的十大知名塑身内衣品牌市场调

研,发现塑身裤尺码大多以“身高+腰围+臀围”的方

式表示。由于塑身裤不便于试穿,而且随着网购的盛

行,消费者在购买中如果缺乏专业指导,加上对自身腰

围、臀围等专业数据的不清晰,很难买到合适的塑身

裤。那么企业如何优化规格尺码表,让女性消费者更

方便、精准地买到符合自身体型的塑身裤,既能达到美

体效果,又让人感觉舒适,是探讨和研究的重点。目前

关于塑身裤尺码方面的研究比较少[5-7],而且很少有学

者提出优化方案的研究。因此从视觉和压力舒适性评

价出发,探讨人体各部位在不同姿态下的着装舒适性

与人体尺寸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更好地设计产品

规格,消费者更精准地选择塑身裤尺码提供参考。

1 试验部分

1.1 样衣选取

试验选用款式简约,兼具瘦腰、收腹、提臀功能的

塑身裤作为研究对象(图1),面料为56%锦纶、44%氨

纶,规格尺寸分别为155/80(M)、160/85(L)、165/90
(XL),每种规格准备3条。

图1 试验用塑身裤

参照ASTMD4964—96(2004)《弹性织物拉伸性

试验方 法(恒 速 拉 伸 试 验)》、纺 织 行 业 标 准 FZ/T
70006—2022《针织物拉伸弹性回复率试验方法》,测得

塑身裤面料的拉伸性能,见表1,由此可见该面料的塑

形能力和弹性回复能力较好,尤其在人体的围度方向

(横向)能起到良好的塑形效果。

1.2 受试者遴选

为了解不同体型消费者穿着同款塑身裤时人体尺

寸变化及主观评价差异,采用BMI(BodyMassIndex)
体重指数计算法选取受试者。根据塑身裤的规格提

示,筛选身高为155、160、165cm(误差均为±2c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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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瘦体、适中体、偏胖体各1名,分别试穿 M、L、XL尺

寸的塑身裤,受试者体型尺寸见表2。
表1 面料拉伸性能测试结果

测试内容 结果 备注

一次拉伸塑性变形率和
弹性回复率/%

纵向3.4/92.6

横向2.7/94.2

定伸 长 率50%,1次
拉伸

反复拉伸塑性变形率和
弹性回复率/%

纵向8.9/88.6

横向6.4/92.0

定伸 长 率50%,5次
拉伸

表2 受试者基本信息表

受试者 体型
身高
/cm

体重
/kg

BMI指数
/(kg·m-2)

试穿号型

1 偏瘦 153 40 17.1 M
2 适中 155 54 22.5 M
3 偏胖 155 60 25.0 M
4 偏瘦 160 49 19.1 L
5 适中 162 55 21.0 L
6 偏胖 162 62 23.6 L
7 偏瘦 166 50 18.1 XL
8 适中 166 56 20.3 XL
9 偏胖 164 75 27.9 XL

1.3 试验过程

9名受试者在室温为20℃(±2℃)、相对湿度为

65%(±5%)的条件下,提前15min进入实验室,熟悉

试验过程并适应试验环境。首先测量受试者腰围、腹
围、臀围的净尺寸,然后让他们穿着试验样衣再次测量

上述部位尺寸;并依次完成站姿、坐姿、弯腰、下蹲姿势

下的腰部、腹部、臀部的主观感觉记录;每一种姿势主

观评价结束后,都需脱下样衣,静放10min后才能进

行下一次穿着试验。
主观测量是对一个人观点的测量,由于没有物理

仪器能够测量人的心理状态,试验采用心理学标尺获

取受试者着装后的心理反应。采用 Hollies五级区间

标尺对4种姿势下3个部位的压迫感、美体感、整体压

舒适感及整体塑形满意度进行主观评价,将各感觉分

为5个等级,1级感觉最差,5级感觉最好。

2 分析与讨论

2.1 主观评价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对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分

析。相关分析的计算方式有3种,分别是 Pearson相

关系数(适用于定量数据,且数据满足正态分布)、

Spearman相关系数(适用于定量变量或定序变量,数
据不满足正态分布)、Kendall'stau-b相关系数(适用

于有序定类变量,不要求变量满足正态分布条件)。试

验采用SPSSPRO进行数据的相关性分析。

2.1.1 主观评价一致性检验

为保证试穿同一尺码的受试者对评价指标和评价

术语理解的一致性,采用非参数Kendall检验法,对主

观评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

知,Kendall协 调 系 数 检 验 均 呈 现 出 显 著 性(P =
0.000<0.050)。意味着受试者的主观评价结果具有

一致性。同时模型的 Kendall协调系数 W 值平均在

0.600~0.800之间,说明评价一致性程度较强,故认

为3位受试者试穿同一尺码塑身裤后的主观评价数据

具有显著的一致性。
表3 Kendall'sW分析结果

名称 Kendall'sW系数 χ2 P

着装 M码
主观感觉评价 0.676 99.390 0.000***

着装L码
主观感觉评价 0.819 120.381 0.000***

着装XL码
主观感觉评价 0.726 106.650 0.000***

 注:***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

2.1.2 压舒适感相关性

分析腰部、臀部和腹部的压迫感与整体压舒适感

之间的关系,数据均为定类变量,进行Kendall相关性

分析得出:在4种姿势下,腰部的压迫感与整体压舒适

感在0.050水平上显著相关,见表4,并且呈现负相关。
说明腰部压迫感越强,整体压舒适性越低。在站姿状

态下,腹部受压也会影响整体压舒适感,而臀部受压几

乎不会引起不适感,这是因为臀部能承受较大的压力,
且敏感程度相对较差。[8]

表4 4种姿势下各部位压迫感与整体压舒适感的关系

整体压
舒适感

整体压
舒适感

整体压
舒适感

站姿压迫感
(腰部)

-0.655
(0.038**)

站姿压迫感
(腹部)

-0.560
(0.073*)

站姿压迫感
(臀部)

-0.313
(0.329)

坐姿压迫感
(腰部)

-0.716
(0.026**)

坐姿压迫感
(腹部)

-0.292
(0.361)

坐姿压迫感
(臀部)

-0.313
(0.329)

弯腰压迫感
(腰部)

-0.742
(0.019**)

弯腰压迫感
(腹部)

-0.360
(0.248)

弯腰压迫感
(臀部)

-0.349
(0.268)

下蹲压迫感
(腰部)

-0.716
(0.026**)

下蹲压迫感
(腹部)

-0.292
(0.361)

下蹲压迫感
(臀部)

-0.360
(0.248)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2.1.3 美体感相关性

同样进行Kendall相关性分析,探讨腰部、腹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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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部的美体感与整体美体感之间的关系,见表5。在4
种姿势下,腰部美体感与整体美体感在0.010水平上

均表现为相关。站姿下腹部和臀部的美体感与整体美

体感在0.050和0.100水平上也都表现为相关,说明

受试者穿着塑身裤后,对腰部塑形效果要求最高,其次

是腹部和臀部。站姿下,如果塑身裤有细腰、收腹、提
臀的功能,会提升整体着装塑身效果的满意度。

表5 4种姿势下各部位美体感与整体美体感的关系

整体
美体感

整体
美体感

整体
美体感

站姿美体感
(腰部)

0.881
(0.006***)

站姿美体感
(腹部)

0.548
(0.027**)

站姿美体感
(臀部)

0.708
(0.093*)

坐姿美体感
(腰部)

1.000
(0.002***)

坐姿美体感
(腹部)

0.270
(0.388)

坐姿美体感
(臀部)

0.493
(0.114)

弯腰美体感
(腰部)

0.867
(0.008***)

弯腰美体感
(腹部)

0.320
(0.316)

弯腰美体感
(臀部)

0.708
(0.027**)

下蹲美体感
(腰部)

1.000
(0.002***)

下蹲美体感
(腹部)

0.484
(0.117)

下蹲美体感
(臀部)

0.572
(0.071*)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2.2 人体尺寸分析

2.2.1 着装前后人体尺寸变化

穿着塑身裤后受试者下身围度尺寸均变小,腰围

尺寸的变化量最大,如图2所示。其中偏瘦体的尺寸

变化差异不大,适中体和偏胖体的腰围、腹围和臀围尺

寸减小均比较明显。这符合客观规律,适中体和胖体

相较瘦体的赘肉多,下身各部位脂肪含量也多,穿着塑

身裤后塑身效果比较明显。

2

人
体
尺

寸
变
化

/c
m

6

5

4

3

2

1

0

受试者

Δ腰围
Δ腹围
Δ臀围

1 43 5 76 98

图2 着装前后人体尺寸变化

2.2.2 人体净尺寸相关性

将身高、体重和腰围、腹围、臀围的净尺寸数据进

行正态性检验,基于S-W 检验得到的结果是不呈现出

显著性(P >0.050),说明数据都符合正态分布,因此

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根据表6得出,身高与各围

度尺寸不存在相关关系,体重与腰围、腹围、臀围在

0.010水平上均表现为显著相关,而且各围度尺寸相

互之间也表现为显著相关。说明体重增加,腰围、腹
围、臀围尺寸都会一定程度增大,而身高的变化不会影

响这些围度尺寸。
表6 人体净尺寸相关分析表

身高 体重 腰围 腹围 臀围

身高 1.000
(0.000***)

体重 0.335
(0.378)

1.000
(0.000***)

腰围 0.012
(0.976)

0.895
(0.001***)

1.000
(0.000***)

腹围 0.032
(0.935)

0.830
(0.006***)

0.878
(0.002***)

1.000
(0.000***)

臀围 0.049
(0.901)

0.870
(0.002***)

0.835
(0.005***)

0.926
(0.000***)

1.000
(0.000***)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2.3 人体尺寸与主观感觉之间的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说明着装前后腰围、腹围、臀围的变化值

与整体 主 观 压 舒 适 感 和 美 体 感 之 间 的 关 系,采 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由表7得出:腰围和腹围的变

化值与整体压舒适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和美体感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围度尺寸的变化是受压所致,因此着

装后腰围和腹围的受压情况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整

体压舒适感和对塑形效果的评价,臀围的尺寸变化对

整体着装综合评价影响不大。
表7 人体尺寸与整体主观感觉之间的相关分析表

Δ腰围 Δ腹围 Δ臀围
整体压
舒适性

整体
美体感

Δ腰围 1.000
(0.000***)

Δ腹围 0.727
(0.026**)

1.000
(0.000***)

Δ臀围 0.105
(0.788)

0.194
(0.617)

1.000
(0.000***)

整体
舒适性

-0.847
(0.004***)

-0.780
(0.013**)

-0.029
(0.940)

1.000
(0.000***)

整体
美体感

0.459
(0.014**)

0.686
(0.041**)

0.182
(0.639)

-0.497
(0.173)

1.000
(0.000***)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3 人体尺寸的模型构建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除了腰围外,腹围对着装综合

效果影响也较大,并且体重与围度尺寸有直接关系,因
此体重和腹围也应作为消费者购买时的重要参考尺

寸。为细化规格尺寸表,将体重、腹围与身高、腰围、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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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作线性回归分析,如表8所示,得到回归方程:

Y(体重)=-141.046+0.583×身高+0.633×
腰围+0.635×臀围 (1)

Y(腹围)=-36.054-0.14×身高+0.409×腰

围+1.244×臀围 (2)

F 检验的显著性P 值为0.001***和0.006***,
水平上呈现显著性,模型满足要求,并且VIF 全部小

于10,模型构建良好。
由此,根据回归方程,试验用塑身裤的规格表可细

化为表9。

表8 体重、腹围线性回归分析表

非标准化系数

B SEx
标准化系数

Beta t P VIF R2 调整R2 F

常数 -141.046 35.136 — -4.014 0.010** — 0.947 0.915 F =29.880
身高 0.583 0.193 0.311 3.016 0.030** 1.005 P =0.001***

腰围 0.633 0.202 0.586 3.136 0.026** 3.308
臀围 0.635 0.325 0.366 1.953 0.108 3.315

因变量:体重

非标准化系数

B SEx
标准化系数

Beta t P VIF R2 调整R2 F

常数 -36.054 54.166 — -0.666 0.535 — 0.898 0.837 F =14.711
身高 -0.140 0.298 -0.067 -0.471 0.657 1.005 P =0.006***

腰围 0.409 0.311 0.341 1.314 0.246 3.308
臀围 1.244 0.502 0.645 2.481 0.056* 3.315

因变量:腹围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9 试验用塑身裤规格细化表

原尺寸参考表

身高/cm(尺码) 150(S) 155(M) 160(L) 165(XL) 170(XXL) 175(XXXL)

腰围/cm 55~61 61~67 67~73 73~79 79~85 86~95

臀围/cm 79~89 83~93 86~96 89~99 92~102 103~113

新增尺寸参考表

腹围/cm 63~79 70~86 75~91 81~97 86~102 102~119

体重/kg 31~42 40~51 49~60 57~69 66~77 80~93

4 结束语

综上 所 述,通 过 着 装 主 观 评 价 实 验,采 用

SPSSPRO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着装后,腰部和腹部的压舒适感会直接影响整

体压舒适感;受试者对腰部塑形效果要求最高,其次是

腹部和臀部。
(2)穿着塑身裤后,除瘦体外,适中体和偏胖体的

下身围度尺寸均会相应减小,起到一定塑形作用,而且

着装前后尺寸变化越大,舒适性越差,美体性越好。体

重与下身围度尺寸成正比关系,身高与这些尺寸关系

不大。
(3)体重和腹围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着装综合评价,

并且与身高、腰围、臀围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由此可见,企业在设计塑身裤产品过程中,应尤其

注重腰腹部的着装压力设计和腰部、腹部、臀部的塑形

效果设计。除了身高、腰围、臀围等关键尺寸外,体重

和腹围也应该在商品规格表中标示出来,值得注意的

是体重指标比身高更有参考意义,帮助消费者更方便、
精准地选择合适的塑身裤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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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DesignofWomen'sShapewearPantsBasedonVisualandPressureComfort
WANGJia,LIUXia

(ChangzhouVocationalInstituteofTextileandGarment,Changzhou213164,China)

  Abstract:Inordertooptimizethesizedesignofshapewearpants,ninewomenwithdifferentheightsandbodytypeswereselected

totryonthesamebrandofshapewearpants,thenthebodydimensionsbeforeandafterdressing,subjectiveevaluationofthepressure

comfortandshapingeffectofdressingwererecorded.TheexperimentaldatawereanalyzedbySPSSPRO.Theresultsshowedthat:the

pressurecomfortofwaistandabdomenwoulddirectlyaffecttheoveralldressingpressurecomfort,whilethesubjectshadthehighest

requirementsforwaistshapingeffect,followedbyhipandabdomen;thebodyweighthadapositiverelationshipwithgirthsizesofthe

lowerbody,whiletheheighthadlittlerelationshipwiththesedimensions.Finally,thelinearrelationshipsamongbodyweight,ab-

dominalgirthandheight,waistgirth,hipgirthwereestablishedbyregressionequations,soastoprovidereferencesforoptimizing
thesizedesignofshapewearpants.

Keywords:visualcomfort;pressurecomfort;shapewearpant;siz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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