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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ventional garment pattem making is a time consuming hard work,very

depending on the paRem makers’experiences．Recently，although the pattern making call

be accelerated by using the apparel CAD systems，the paaern makers’experience still can

not be substituted for．

In this thesi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ll’s upper body form and the rules of

men’s upper wP．．毖lr paaem design were investigated，and an automatic paRern making

syste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it．

Firstly,by analyzing men’s body forms，the characteristic measui．es to describe the

feature of each body form were found out．

Secondly,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correlativity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 measures

and paper paRerns，the method of culNe draw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body motion on the

paRerns，the rules of the basic paRern model for men’s upper weal"were established．

Final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s upper we凋Lr styl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aRerns was analyzed，and thus the automatic pattern making system was developed．

Key words：paRern of men’S upper wear,bodily form，paaern design system,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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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非接触式的人体测量

设备的豳现、服装CAD的发展，都为提高服装业整体技术水平做出了贡献。僵传统

的服装工业存在“劳动密集”、“低成本”、“低技术”等特点，服装业的从业人员中，还

存在藿很大一批认为服装业不存在高薪技术，服装业用不了嵩新技术的观点。这些都

极大影响了服装韭的发展，服装样板的自动生成至今尚没有成熟适用的技术患现。本

研究从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测量的应用入手，进行男上装样板自动生成系统的研究。

1．1技术背景

1．1．1童维测量技术现状及在服装业上的应用

三维人体测量，也称为非接触式入体测量，这种新技术在入体测量上，其有准确、

高速和～致性的优点，并可对人体形态、曲线特征等进行准确重现，而且操作简单，

测量项霹众多，测量结果还可通过计算机直接输送到纸样设计和自动裁剪系统，以实

现人体测量、纸样设计和排料裁剪的连续自动化u-3]。目前这种应用多集中予军方，

据悉Telmat公司的专家曾利用其三维测量设备成功为法国海军定制制服，而英国

Colchester的防卫服装及纺织代办处利用自动人体测量仪，加上防弹部门的参与，用

于制造防护盔甲醛】。军方应用的特点是对象比较单一，服装款式结构较为统一化，服

装适体程度上要求低，且缺乏个体对服装款式的个性化要求。

适合个体体型的样扳获得是针对个体体型服装生产中的关键技术，因此按照

三维人体体型来设计服装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趋势转·51。而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测量设

备的发展，为快速获取三维人体模型与人体体型参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6．7】。然而

现有的测量设备是测量数据是基于皮肤测量的，考虑到关系服装穿着舒适性的放

松量，与成衣尺寸还存在差异，还不能直接应用予服装CAD系统疆～。而且目前诸

多的CAD纸样系统仅仅给出了操作者各种必须的打版工具，仅仅以鼠标代替笔、

屏幕代替纸，这些系统大多由非服装专业的计算机人员开发，使用起来并非所有

功能都十分方便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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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服装CAD的发展现状

参数化设计思想：参数设计是直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即

指所设计形体的定位尺寸、形状尺寸完全是用变量符号即参数定义的，而不是一组尺

寸常数。用形体参数控制其尺寸，只需要修改形体参数的值，就可以使形体、形状改

变，而不必去修改形体本身【101。

统一数据库思想：有的研究观点认为，参数化设计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参数、

基本形体特征的设计和统一的相互关联数据库【1饥。服装设计时只需根据需要，从数据

库中搜索、调用数据后进行组合。

1．2服装样板图的绘制方法

样板图是立体服装的平面化，因此服装样板图上面的几何元件受到服装款式以及

人体尺寸的制约，在这个条件限制下，各几何元素间存在着几何约束关系。传统的手

工样板绘制过程中，辅助线、各部位的尺寸的计算公式等等均是这种约束关系的体现。

在服装样板计算机自动化过程中，对几何元素的约束处理是非常关键的，而在这

种几何约束关系的实现方法上，出现了以下两条道路。

1．2．1基于传统制板方法的系统

一种方法是运用计算机将传统手工制图的标准与方法进行记录或模拟。

(a)记录法：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基于现有打板规则的“记录法”。首先记录手工作图

的过程，之后用计算机对记录过程进行复制模仿，可最终实现自动生成服装纸样。在

具体实现过程中，它重现传统的制图方法，结合参数化绘图思想，简化人手辅助绘图，

将衣片关键控制点的关系程式化。该方法比较适合于建立参数化纸样数据库以及给定

尺寸的特定款式服装纸样的快速生成【n】。

(b)模拟法：“模拟法”与“记录法’相类似，它以传统制板方法为“蓝本”，运用计算

机对服装样板“原型法”的绘制规则进行模拟，实现自动化的原形生成系统。沈阳学者

研究的CAD系统即使用此方法，以计算机模拟原型法设计服装结构的过程，并构建

参数化设计的系统结构，建立服务于此的服装信息统一数据库。此系统通过用户自行

提供的体型参数，解决了服装的合体性【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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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运用计算机约束观点实现的系统

另一种方法是运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的特点，改变传统观念，运用几何元素相互

约束进行样板设计。有研究甚至指出“约束是参数化设计的显著特点，参数化设计也

可以说是一种基于约束的设计方法”【13J。

左平地、黄宗文等人总结了开发参数化服装结构CAD软件的经验，提出并实现了

约束链和连接器的概念，实现约束的在位编辑；提出基于构造过程的参数化服装结构

CAD系统的软件框架，该框架包括约束、约束参数、约束链、连接器、反应器等I堋。

大多数的CAD系统参数化设计是通过程序实现的，服装的结构千变万化，很难

总结出完善的几何模型。而天津研究者采用事先制定参数表，在交互式设计的过程中

确定几何模型，并建立约束关系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15】。

1．3服装结构的设计方法

1．3．1样板修正法

样板修正法在传统结构设计中也被普遍应用，在服装结构设计计算机化过程中，

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计算机样板修正。实现过程各不相同，如有学者指出，要形成符合

顾客个人尺寸的单件服装样板，首先要将基准样板进行推板，得到多个规格的样板，

取出与顾客尺寸接近的样板，通过修改该样板上一些关键的结构点得到最终纸样，该

研究对一些具体可变更的关键点的变更尺寸进行了进一步分析‘161。

1．3．2数据库法

虽然不同服装的款式风格差异很大，但从大类上看，不同的服装基本上都包含有

同样的组成成分，笼统的如前衣身、后衣身、衣袖、衣领等。由此产生出一种样板数

据库法。此法最主要的思路是对服装进行类别细分，并大量搜集各类各部位的不同表

现形式，组成样板库，应用时，进行调用组合即可。

有学者就进行了开发基于网络的在线服装样板图书馆的研究【17】。在服装生产链

中，样板制作是一个关键环节，只有那些既懂专业知识又有丰富打板经验的专业人员

才能胜任这项工作。数字化服装样板图书馆集成服装样板数据，将不同的服装样板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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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陈列，还包含款式数据、服装面料数据和生产工艺说明书等。终端用户能够通过系

统查询获得图案和相关数据并且直接用于生产或者下载修改某些信息再用于生产。

1．4样板的局部处理

对服装样板各部位进行深入研究，是改进样板的最重要和最直接手段。

古怡从男西装领口宽和领座底线上翘度的确定方法入手，对采寸依据进行了深入

研究，从传统颈部形态的参数，即长度宽度和深度入手，现精确到这三方面与颈部的

正侧、前后、厚薄、大小、曲直、凹凸等位置的配合，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修正方法

与采寸标准【堋。

王璇等对男西装袖窿结构的参数：衣片的袖窿及衣袖的袖山高进行了分析研究，

提出了用比例法确定衣片的袖窿宽及用制图法确定衣袖的袖山高的n91。

陈晓玲、刘冠彬等指出对男装原型加放和缩减量是围绕领、肩、袖窿、胸围、衣

长等部位进行的全方位的设计。他们分析认为，男体上身可以看似看做～个圆柱体，

并分析得出随着内衣厚度的增减，成品外衣的围度尺寸相应变化量，以及放松量在围

度上分配原则∞。

刘侃、蔡翔通过实验测得人体进行不同运动时躯干部位皮肤的变形规律，指出这

些人体动态参数与对应部位服装加放量大小的关系，从而使服装结构设计兼顾舒适性

与美观性【211。

刘冠彬通过对不同女性人体在不同的放松量状态下进行立体裁剪，分析胸部造型

数值化规律，并探索其实际应用，作者考虑了人的体型特征、服装放松量、垫肩厚度

以及服装款型风格对胸省折大小影响【蠲。

王玉秀、李津使用二维人体测量系统，拍摄158名青年女性人体的正侧面数字图

像，根据测量数据对正、侧面体型分别进行归纳分类，由人体前后曲线的凹凸特点将

侧面体型分为5类，根据胸腰及胸臀宽度将正面体型分为3类。针对不同的体型又提

出了纸样的结构调整方案【捌。

1．5本研究的目的意义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服装产品的个性化与合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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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服装产品需求上的“个性化”与“合体性”可以总结为服装消费群体的“个体化趋势’’。

这种个体化趋势表现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主观个体化表现为个人对服装产品的主观喜

好要求，即款式多样化要求；客观个体化表现为个人客观身体条件对服装产品的约束，

即服装适体要求。个体化趋势地加强使得服装的生产方式由单一品种大批量向多品种小

批量转变。[241

本研究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分析研究人体体表特征，将其转化为服装结构参

数，并运用计算机完成样板的自动设计。实现从人体参数到服装样板的数字化，为提

升服装产业的技术水平做出一定的贡献。

1．6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所示。主要从人体体型特征研究、男装样板规则研究、男装款

式研究三个方面入手。分别进行服装样板与人体体型特征参数对应关系分析、服装样

板图中曲线参数化方法研究、人体体型参数测量与人体数据分析、人体动态尺寸测量

与放松量分析、男上体躯干体型分析与上装款式变化趋势分析以及程序编制系统实

现。研究内容如下：

A人体体型特征点、特征参数的定义与人体测量：

男上体体型分析，体型特征点线定义；测量人体参数，分析参数替代方案。

B参数对应关系确定：

体型参数与样板结构间的关联关系。通过实验，得出特殊曲线绘制方法。

C一般样板规则制定：

通过动态测量实验，确定男装基础的放松量，制定一般样板规则。

D款式样板规则制定：

分析上装款式变化特点，确定款式变化对样板的影响；制定款式样板规则。

E：系统实现与验证：

进行程序编制，实现自动样板生成系统。

研究流程如图1．6．1所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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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型特征分析 男装样板分析 男装款式分析

i 自动样板系统i
： ：·

： ’， 一 ：

：⋯⋯⋯⋯⋯⋯⋯⋯⋯⋯⋯⋯．⋯_．：

图1．6．1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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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男上体体型特征与人体测量

服装以人体为服务对象，对目标人体的体型特征分析是进行样板规则设计的前

提。本章对男上体体型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纳，确定了描述体型特征的点和参数，并以

此为依据进行了人体测量实验与实验数据分析，以期得到人体各尺寸参数及相互间的

关系。

2．1男子上体体型特征

2．1．1男上体体型特征分析

男上装对应的人体部位主要有如下几个区域：颈部、肩部、臂部、胸背部、腰腹

部、臀部。这些部位的差异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体型差异，最终导致了服装个体化的

需求。具体看，男性上身体型的差异部位主要有以下一些：

(1)颈部形态

颈部的差异主要集中在颈部围度、颈根与肩部接合部位形态上。

(2)胸(背)部和腰部形态

人体的胸(背)部和腰部存在着自然弯曲，根据弯曲形态的差异，可以对人体上

身体型进行各种方法的分类[251。比如可以分为正常体、鸡胸、突背、反身、弓身等几

种【26l。这几种体型的差异由胸背部以及腰部的前后突出程度以及扭曲程度决定。

(3)肩部

人体肩线与水平线存在着一定的倾斜角度，这个倾斜夹角被定义为肩斜角。根据

男体肩斜程度可以将肩部划分为平肩、正常以及溜肩三种形态。

(4)臂部形态

臂部形态差异主要体现在臂长、臂围与腕围的差异上，由于臂部在男装设计上属

于较宽松部位，因此，臂部形态差异对衣袖的影响相对较小。

2．1．2男上身体型特征的描述

人体体型测量的项目与内容与服装构成形式密切相关，决定了服装与人体的适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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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此，正确确定人体的特征点与相关的特征参数准确测量是服装样板合理生成的

重要基础。

(1)男上体特征点

人体测量的目的是尽量描述出服装结构上所需要的被测量者的体型特征。男性人

体上的相关特征点及线定义如图2．1．1所示。

图01．1男性上体特征点

颈窝点：人体正面，颈部最下沿的左右正中处；

第七颈椎点：后颈最突出的颈椎点；

侧颈点：颈与肩的分界点，有左右两个侧颈点；

肩端点：肩外侧，由肩向臂过渡点；

肩峰点：肩部两侧骨头向上突出的点；

前腋点：上肢自然下垂，上臂与胸的交汇点；

后腋点：上肢自然下垂，上臂与后背的交汇点；

胸宽点：前腋点和肩端点体表连线的中点；

背宽点：后腋点和肩端点体表连线的中点；

肘点：臂部手肘最突出的骨节点；

腕点：手腕尺骨突出点，即手腕部最突出的骨节点；

乳突点：即乳头点；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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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下缘点：两侧胸骨最下缘的点：

髂嵴点：髂嵴向外最突出点，即盆骨两侧最上缘点；

大转子点；大腿股骨头水平位置点；

躯干体侧线：从腋窝最深凹点到同侧髂嵴点的体表最短连线，躯干体侧线是上身

的前后的分界线。

躯干前中线：人体自然站立时，从颈窝点沿体表竖直向下，躯干前中线是人体躯

干正面的左右分界线。

背突区域：以左右肩胛骨突出部位为中心的～片区域。

(2)男上体特征参数

结合上述特征点、线，定义以下男性人体参数，以描述男上体体型特征。

男上体体型特点的特征参数如图2．I．2所示。

图2．1．2男上体特征参数设定

①肩宽：自一侧肩端点沿后背过第七颈椎点到另一侧肩端点的体表长度；

②肩线长：侧颈点与肩端点之间沿体表的长度；

③背宽：两侧背宽点间沿体表的长度；

④胸宽：两侧胸宽点间沿体表的长度；

⑤颈根围：过颈窝点、侧颈点、第七颈椎点绕颈部一周的围度：

⑥颈根宽：左右侧颈点间的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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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胸围：以乳突点为基准，水平贴体绕胸部一周的围度；

⑧侧体表弧长：从胸宽线到背宽线沿躯干侧面的体表长度，其数值=【胸围一(胸宽

+背宽)】／2；

⑨腰围：以肋骨下缘点到髂嵴点连线中点为基准，水平绕体一周的围度；

⑩臀围：以大转子点为基准，水平绕体一周的围度；

O臂根围：手臂自然下垂，自胸宽点过肩端点、背宽点经腋下环绕一周的围度：

o腕围：以腕点为基准，绕腕一周的围度；

0掌围：拇指并入掌后，绕掌部最宽厚部一周的围度；

o前中长：自颈窝点沿体表到腰围线的距离：

0背长：沿脊柱从第七颈椎点到腰围线的体表长度；

o胸腰距：胸围切面到腰围切面的距离；

o侧颈点至胸线长(前)：从侧颈点沿前体到胸围线的体表长度；

o侧颈点至胸线长(后)：从侧颈点沿后体到胸围线的体表长度；

o肩峰点至胸线长(前)：自肩峰点沿前体到胸围线的体表长度；

o肩峰点至胸线长(后)：自肩峰点沿后体到胸围线的体表长度；

o腰臀距：腰围切面到臀围切面距离；

o臂长：臂部自然下垂，自肩端点经肘点到腕点的体表长度。

o臂山高：此参数是指“静态臂山高”，即双臂自然下垂时，过腋点做上臂的切

面，肩端点到切面的距离。

其中，颈根围、颈围描述了颈部围度形态；肩线长、肩宽描述了肩部形态；臂根

围、臂长、腕围描述了臂部形态；胸围、胸宽、背宽、背长、胸腰距描述了胸、背形

态；腰围、臀围描述了腰臀形态。另外，侧颈点至胸线长、前中线长进一步描述了胸、

颈形态；肩峰点至胸线长(前)、肩峰点至胸线长(后)进一步描述了胸背形态。

2．2人体测量实验

2．2．1测量目的与对象

人的体态特点各不相同，需要通过人体测量以详细定量地描述。同时，人体体表

参数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保持作为“人”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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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进行人体体表参数测量，描述体型特征并研究人体体型参数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确

定出可以简化描述人体体型的替代参数项蚕。

本研究选择了18岁至30岁的藏常体青年男性93名，进行上体体型参数的测量。

2。2。2测量方法

本次人体测量方法以非接触式测量方法为主，手工测量方法为辅；

(1)非接触式测量方法 ．

运用非接触人体测量设备，扫描受测者体型特征图像，提取参数尺寸。

测量工具：Symcad三维人体测量系统、计算机；

测量过程：运用Symcad三维人体测量系统进行人体扫描，获取受试者上体参数

尺寸。

(2)手工测量方法

按传统手工方法童接对人体进行测量。实际应用中发现Symcad三维测量设备对

围度尺寸的测量存在着误差，因此国度尺寸采用手工测量。

测量工具：软尺(150cm)、．卷尺、马丁测量尺等；

测量条件：测量环境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被测者上身裸露，运用上述测

量工具进行测量，部分参数测量方法参照国家标准GB／T 16160-1996t硐。

2．2．3测量样本的基本特征

所测数据的简单分析结果如表2．2．1所示，均值反应出测量样本的基本特征，最

大值、最小值等数据则反应出被测者间存在较大的个体体型差异。

表2。2。l测薰榉本斡基本特征表 单挝：霪岽

参数名 胸围 腰围 颈根围 颈宽 肩宽 臂根围 臂山高

最小值 75 63 39 12．12 38 32．5 11．09

最大傻 101 98 54 15．43 52．5 46 |9。2主

均值 85．45 74．13 43．83 13．61 44．55 39．5l 15．36

标准差 5．18 6．803 2．78 0．79 2．82 2．8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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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数替代方案

服装结构设计过程中，过多的参数要求将限制本系统的广泛应用，因此有必要提

供可行的参数替代方案。即运用较少的参数项目，合理、科学地推测其他参数项目的

数值，以使研发出的个性化样板自动生成系统应用简单方便。

2．3．1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是确定参数替代方案的理论基础，有关参数间的相关性分析

如下：

(1)胸围与胸宽、背宽、“侧体表弧长”等参数的相关分析

一直以来，胸围都被作为上身重要的尺寸参数，因此，首先分析，胸围同胸部其

他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如表2．3．1所示。

表2．3．1胸围与胸宽、背宽、窿门宽等参数的相关分析

胸宽 背宽 侧体表弧长 臂根围

皮尔逊相关系数 0．473** 0．522** 0．693** 0．611"*

胸围
．双尾检验值 O．000 O．000 O．000 ．000

+幸表示在0．01水平(双尾)上显著相关。

由结论可以清楚看出，胸围分别同胸宽、背宽、侧体表弧长、臂根围等几个数据

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这个结论证明，可以将胸围作为衬衫样板围度数据的基础。

(2)“侧体表弧长”与臂根围

“侧体表弧长”是袖窿弧线的宽度限度，臂根围的测量位置则对应了袖窿弧线，通过

分析“侧体表弧长”与臂根围的相关关系，间接找出“侧体表弧长”同袖窿弧线间的关系。

表2．3．2“侧体表弧长”与臂根围的相关分析

臂根围

侧体表弧长 皮尔逊相关性系数 0．423**

双尾检验值 0．000

·幸表示在0．01水平(双尾)上显著相关。

分析发现，“侧体表弧长”同臂根围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这为使用“侧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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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长”数据进行袖窿弧线研究提供了依据。

(3)颈根围与颈宽

表2．3．3颈根围与颈宽的相关分析

颈宽

皮尔逊相关性系数 0．615"*

颈根围
双尾检验值 O．000

·}表示在0．01水平(双尾)上显著相关。

颈根围与颈宽间的显著相关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颈部样板绘制提供了客观依据。

(4)肩宽与背宽

表2．3．4背宽与肩宽的相关分析

肩宽

皮尔逊相关性系数 0．699**

背宽
双尾检验值 0．000

幸宰表示在0．01水平(双尾)上显著相关。

结果表明，背宽与肩宽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这为下一步研究肩端点与躯干

部位关系提供了依据。

(5)臂根围与臂山高

表3．3．5臂根围与臂山高的相关分析

臂山高

皮尔逊相关性系数 0．574**

臂根围
双尾检验值 0．000

·}表示在0．01水平(双尾)上显著相关。

结果表明，臂根围与臂山高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这为下一步研究袖山制图

规则提供了依据。

由相关分析结果，男性上体参数间的存在着相当普遍的相关关系。这为男体参数

替代方案提供了数据支持。

2．3．2参数替代分析

根据上文数据相关性分析结果，结合目前常用服装制板规则中的基础参数，提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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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组必不可少参数项目，作为被替代参数的因数，进行回归分析，找出有实际应用

意义的回归关系式。以“胸围”作为因变量，“胸宽”作为被替代参数，运用SPSS软件

对上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具体结果如下：

表2．3．6回归方程方差分析

标准差(单位：厘米) 方差检验系数

回归方程 1．83 0．000

因变量：胸围； 从属变量：胸宽

从表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方差分析检验系数0．000，回归方程的标准差为1．83

厘米，回归方程式合理性较高。方程系数与常数的标准差、方差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2．3．7回归方程系数

B：回归方程系数 标准差 Sig．

因变量 20．175 3．159 O．000

胸围 0．189 0．037 0．000

因变量：胸围； 从属变量：胸宽

从上表得出回归方程式：胸宽--0．189x胸围+20．175。

同样方法，得到参数替代方程如下： ．

胸宽--0．189x胸围+20．175；

背宽=O．282x胸围+16．073；

背宽=O．695x肩宽+9．208；

臂根围--0．333x胸围+11．063；

2．4本章小结

(1)对男上体体型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按颈部、胸部、腰腹部等分类探讨了男

上体体型的特点以及个体的差异，进而确定了男上体的体型特征点、体型特征参数。

(2)选定了青年男性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体型测量实验，并对测量数据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青年男性体型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

(3)对男性上体参数间进行相关性分析，推导出参数替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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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参数对应关系与样板曲线

本章将进行“参数对应关系”研究，以明确人体参数与样板参数的对应关系。同

时，将对服装样板曲线的绘制方法进行研究，找出基于人体参数的服装样板曲线的

绘制方法。

3．1参数对应关系研究准备

3．1．1人体参数与上装尺寸参数对应关系

服装参数和服装结构的对应关系如表3．1．1所示。

表3．1．I服装结构线与人体结构线的对应关系

人体测量参数
样板结构线

横向确定 纵向确定

胸围线 胸围 胸围高

腰围线 腰围或胸围 腰围高

胸宽线 胸宽 胸宽高或胸围高

背宽线 背宽 背宽高或胸围高

前中线 | 前中长

背长线 l 背长

侧缝线 | 侧缝长

领窝弧线 曲线(颈根围)

袖窿弧线 曲线(臂根围、袖窿宽)

肩线 肩线长、肩宽、胸宽、背宽

由上表可以看出，大多数服装结构线与人体参数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较容易

绘制。但是领窝弧线、袖窿弧线、肩线等则无法由人体尺寸直接对应，因此需要进一

步研究这些曲线的绘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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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特殊样板参数分析

(1)肩线：肩线由侧颈点和肩端点连接组成，在样板绘制过程中，只要确定这

两个点的位置，即确定了肩线。侧颈点位置与颈根关系密切，而肩端点的位置与肩线

长(小肩宽)、全肩宽等参数都有关系。

(2)领窝曲线：由前面分析可知，领窝曲线与人体颈根部对应。所以可将前文

所测的人体作为分析对象，找出颈部尺寸的变化范围，并设计尺寸档差进行立体裁剪

研究实验，并进而分析领窝曲线规律。

(3)袖窿曲线：袖窿曲线横向上处于胸宽线与背宽线之间，纵向上在胸围线以

上，肩端点以下。袖窿曲线对应着人体臂根部，贴合肩、胸、侧体等部位，由躯干正

面转到躯干侧面，较为复杂‘孤捌。但总的看来，袖窿曲线正面贴合肩胸侧面、侧面曲

线绕过腋窝，贴合侧躯干。可将这部分曲线划分为上下两段，分别研究。

(4)袖山曲线：袖山曲线与袖窿曲线属于相关结构线，长度与曲率方面存在着

明显地对应关系。因此可由袖窿曲线与袖山曲线的对应关系入手，进行袖山曲线的研

究。

3．1．3测量对象的选取

以前一章测得的93名男体数据为研究基础，根据具体需求从中选取部分具代表

性的样本数据作为分析对象。

3．2服装样板曲线实验

服装样板图在精度方面远没有其他工程图要求高。因此，在服装样板设计过程中，

高度精确的曲线拟合不但很困难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本研究认为，用多条短

线段组成的“伪曲线”来模拟服装曲线，可满足服装业的要求，同时又简单易于实现。

3．2．1肩线

严格地说，肩线是一条特殊的直线段，绘制方法较特殊pq。以前片为例，在侧颈

点确定的情况下，只要确定肩端点的位置即完成肩线的绘制。经观察发现，肩线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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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宽)、肩端点到前中线的距离这两个参数即可确定肩端点的位置。因此，定义参数

“正面肩端宽”，用以表示人体正面两个肩端点间的距离。

至此，肩线的绘制方法可描述如下：由前中线向体侧确定一半的正面肩端宽，绘

制“肩宽线”(如图3．2．1所示)，再以侧颈点为圆心，肩线长(小肩宽)为半径绘制

圆弧，与“肩宽线”相交，下侧交点即确定为肩侧点。较准确地测量全肩宽、肩线长(小

肩宽)并较好地绘制图样，即可很容易地完成肩线的确定。类似的，定义参数“后面

肩端宽”，并完成后片肩线。

3．2．2颈窝曲线

前
中
线

图3．2．1 肩线的绘制方法示意图

(1)人体尺寸筛选

颈窝曲线又称领弧，它与人体颈部形态相关，而领弧曲线基本与颈根围曲线相对

应。所测量到的人体数据中肇“颈根围”与“颈根宽”数据范围如表3．2·1所示：
表3．2．1颈的部分数据范围 单位：厘米

参数名 数值范围

颈根围 38．52

颈根宽 12．12．15．43

从实测数据表中，根据颈根围、颈根宽尺寸选择如下19个被测者，对其进行颈

部立体裁剪实验，实际选择的样本颈部尺寸如表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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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颈部曲线实验对象颈部尺寸表 单位：厘米

编号 颈根围 颈根宽

l 38 12．5

2 40 12．5

3 41 13

4 42 13

5 42 13．5

6 42 14

7 43 13

8 43 13．5

9 43 14

10 44 12．5

11 44 13．5

12 44 14

13 45 13

14 45 14

15 46 13

16 46 14

17 47 14．5

18 48 14．5

19 50 15

(2)立体裁剪实验

首先在被测者颈部确定前颈窝点、第七颈椎点、左侧侧颈点，然后以白坯布环绕

左侧颈根部，用剪刀修去颈部多余和起皱的部分，整平固定后用笔沿着颈根与肩的转

折位置，分别从前颈窝点和第七颈椎点向侧颈点进行描绘前后两段颈弧曲线。

(3)曲线规律分析

将所有描绘图在前后颈点处重合，此时，不同尺寸样本的颈部的曲线图可以明确

表现出不同的颈根宽与颈根围。但由于在颈部进行立裁时可能存在的布料滑移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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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曲线图侧颈点高度位置呈现出散乱的状态，而将所有曲线作一定角度的转动，发

现颈部曲线在不同尺寸下却反应出近乎相同的曲率形态，如图3．2．2所示。这表明了

不同人体颈根弯曲走势在一度程度上呈相似性。下面，将依据此曲线图进行样板颈部

曲线的规则制定。

A

图3．2．2颈部曲线实验图

B

(4)样板曲线绘制规则确定

①按照图3．2．2中B图的走势，沿曲线集的外围绘制一对领弧曲线，这对前后领

弧线如图3．2．3所示。

前

图3．2．3颈部一般曲线

后

@根据一般领弧曲线进行等比变化，绘制档差为1厘米，颈围为38厘米至50

厘米的颈弧线组合，共计12组前后领弧线图形组合。例如，图3．2．3所示为颈根围A

厘米时的前后领弧曲线。

@根据人体测量实验以及人体测量实验数据的分析结论，颈根宽的回归方程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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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颈根宽=Cn+m×颈根围。同样以颈根围=A厘米为例，计算出对应的颈根宽值为

B厘米。

④根据颈根宽调整对应的前后领弧线，完成一般领弧线。例如颈根宽=B厘米，

则调整得到颈根围=A厘米时的一般领弧曲线。依此类推，绘制出全部12组一般领弧

线。

⑤按图3．2．4所示，在每组一般弧线上，作如下标定，F I和F3为前后弧线宽度，

F2和F4为弧线高度；?n(n=l，2，3，4)是高度和宽度的中垂线，与领弧线的交点分别为

En(n=l，2，3，4)，En点将前后领弧线分别分为三条线段。

图3．2．4颈部一般曲线的分段

测量Fn、?n(n=l，2，3，4)的长度，并计算Fn、?n(n=l，2，3，4)与对应颈根围的比值。

计算得到12组比值的平均值如下：

F 1顾根围=F3／颈根围=0．1957；

F2顾根围=O．1923：

F 4／颈根围=0．0704；

?1／颈根围=O．03156：

?獗根围=0．03196：
?3／颈根围=O．03580；

?4／颈根围=O．00769。

@根据上述数据结论，可以根据任意给定的颈根围进行领弧线宽、领弧线高以

及En点的计算。

经验证，各样片与受试者颈根部均有很好的一致性，所以此方法绘制的领弧线可

以作为一般性领弧线使用，具有实用价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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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袖窿曲线

袖窿曲线是上装样板上既重要又复杂的曲线。这条曲线在人体上跨跃了躯干的正

面和侧面，即这是一条跨跃曲面的曲线。从袖窿曲线本身对应的服装功能上来说，上

段曲线基本上紧贴人体肩区及臂根区，基本处于人体正面和背面；而下半段曲线绕过

腋下，在贴合躯干的同时，却远离腋窝，且基本位于躯干侧面。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袖窿曲线沿胸(背)宽点分为上下两部分：

A．下段曲线，位于躯干侧面，曲线形态较多考虑运动需要；

B．上段曲线，位于躯干正面和背面，基本贴体。

根据胸围尺寸，从上文93名受试者中选择19名进行实验。实验中，受试者上身

裸露自然站立，以数码相机拍摄肩臂部区域正面、背面及侧面图像各一张。本次实验

拍摄过程中，相机以及物距保持固定，被测者肩臂部处于拍照区域的中心位置，以减

少图像边缘扭曲带来的误差。本文首先分析较为复杂的下段曲线，然后再结合上部形

态分析上段曲线。

A袖窿线的下半段曲线

(1)侧部图像分析

侧面图像上，腋窝等涉及样板的人体基本信息受到臂部遮蔽而缺失，然而此部分

并不需要精确合体，因此，下半部功能区弧线的主要问题在于解决袖窿开深、臂部前

后运动带来的曲线内凹量。以图像对应的臂部区域进行直接描绘，可得到内凹量对应

的下部弧线。然而，人体侧面袖窿曲线部位的躯干侧面是一个存在一定弯曲的曲面，

在平面图像上展开时存在一定的横向拉伸，因此参照实测的侧体表弧长(即胸宽线到

同一侧背宽线的体表距离)对描绘下来的图线进行修正，这样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

曲线，这种方法可称为“图像立裁”。

选择受试者的侧面图像，在下半线对应区域以曲线示意，依此方法做“图像立裁”，

描绘出下段基本弧线(见图3．2．5)。侧体表弧长的中点将弧线划分为前后两段。前、后

段弧线均以胸围线为X轴，分别以胸(背)宽线与胸围线交点做为原点，以胸(背)

宽线为y轴。且设“侧体表弧长”为2M，胸(背)宽点到胸围线距离为N。因人体表

面存在弯曲，所以将描绘出的曲线上的胸宽点、背宽点与座标系中对应的点相吻合放

21



男上装样板自动生成系统 第三章参数对应关系与样板曲线

置，将曲线放入座标系中，以便研究。

图3．2．5 描绘袖窿弧线下段曲线

(2)实验数据及结论

所有的点均以“X”加“3位脚码”命名。脚码首位为“1”者表示前弧线上的点，“2，’者

表示后弧线上的点；次位表示从上向下、从前(后)中线向侧线顺序排位；末位“0”者表

示以横向分割线确定的点，“5”者表示以纵向分割线确定的点，如图3．2．6所示，具体

如下：

在胸宽线和背宽线上，分别将N四等分。过背宽点的水平线同胸宽线交点为x110，

同背宽线交点为x210。前片自上向下依次定名为X120、x1补X140，相应的，后片弧

线上依次定名为X220、X230、X240。

之后，分别在前、后片的胸围线上，将M(1／2袖窿门宽)四等分。侧线与胸围线的

交点定名为x300。从侧线开始前侧弧线上的点，依次定名为X185、X175、X165、X155；

后片弧线上的点则依次定名为X285、X275、X265、X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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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袖窿弧线下段曲线

从图像上发现，点X240和点X265区域接近；点X155及X255位于弧线两侧边缘，

意义不大，故不计点X240、X155及X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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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在座标系中的下段袖窿弧线

如图3．2．7所示，分别将前后弧线放入x-Y座标系中，并分析各点座标值与M或

N的比值(尾数“o，’者，计算其与M的比值；尾数“5”，计算其与N的比值)。

求得18组数据的均值，如表3．2．4和表3．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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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4前袖窿弧线点

X110 X120 X渤 X140 X165 X175 Xls5

0．o．7 -0．01389 加．0501 0．0278 0．0958 0．0292 0．0108

表3．2．5后袖窿弧线点

X210 X220 X230 X265 X275 X285

0．0486 O．0625 O．1250 O。3002 0。1501 O。0583

B袖窿线的上段蘧线

(1)图像分析

对服装袖上部观察可知，袖窿弧线盼上段曲线楣较子下段曲线更加平直，几何构

造相对简单，其起点是侧肩端点，前盾分别终止予胸宽点和背宽点。因此，下面对测

量到的正面、背面图像进行分析，找出图像上侧肩端点、胸宽点、背宽点等体型信息。

连接侧肩端点与胸宽点作为前片上段袖窿蓝线的基础参考线，连接侧腐端点与背宽点

作为后片上段袖窿曲线的基础参考线。

(劲实验数据及结论

7 x飞
—，

rX200

Xl{》0，

弋
，Xl强 X2lo

i

I ，

图3。2．8袖窿弧线上段麓线

依照下段线上的点命名规则，设侧肩点为Xso，胸宽点为Xllo，背宽点X1∞，如

图3．2．8所示。则侧肩点与胸宽点、背宽的连接线在图上以线段XsoXllo和线段X50x2lo

表示。因为上段莹线对应的人体部位相对平直，因此按照壹线连接的上段盏线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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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可以适用的。但是，基予袖窿蓝线的整体走势考虑，以及对应袖山弧线在缝

纫中的问题，在前后上段曲线上各取～个控制点Xmo和Xmo以圆顺上段曲线。Xllo

点取自X5Ⅸllo中点，X200取自XsoX210的上三等分点。在X110X120的向上延长线与

XmX,10的夹角的角平分线上取XsoXno的一半，定点为X100。后片上，在X210X220的

向上延长线与XsoX210的夹角的内侧三等分角上取2／3XsoX210。

经过穿着验证，各样片均有很好的适体性，所以此方法绘制的袖窿弧线可以作为

～般性袖窿弧线使用，具有实用价值。

3．2．4袖山曲线

袖样板上的袖山弧线和农身样板上的袖窿弧线是一对相关结构线，本研究在符合

人体体型的基础上，从衣身规则导出袖山弧线绘制规则。按前文衣身规则，以92-A

型号男人台尺寸制作衣身实样，并穿着于人台上。人台尺寸主要参数如下：

表3。2．7立裁用人模主要体型参数表

参数 数值(攀位：厘米)

胸围 · 92

胸腰距 27

在此人台上，进行袖片立体裁剪。立裁过程中尽量减少松量，以贴体要求处理。

因本规则衣身袖窿弧线是多线段连接而成，因此，制作过程中，袖山弧线应保持与衣

身弧线的对应关系，黻直线对直线，避免袖缝线上的缺口出现。

以农身袖窿弧线上点的名称为袖由弧线上对应的点会名，如衣身袖窿弧线上的点

Xl∞在袖山弧线上对应的点也命名为X1m，则在袖样片的前段弧线上，角上向下依次

有如下一些点：Xm-Xloo-Xno-Xlm-X1m-Xlm-X16s-XlTs-Xns-Xmo，而袖山弧线后段则依

次为：Xm．Xzoo-X2lo-X瑚-X230-X265一X275-X2s5-X301，为避免重复，将后段弧线上点X300

更名为X301。

在立裁布片上补充画出袖的落由线、袖中线，并以落山线为X轴，．袖中线为Y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记录袖由弧线前瑟段上所有点的Y轴座标，并计算与袖由高的

比值，对应以An记录，例如点X1m的Y轴座标与袖出离的比记作Al萄。

数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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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8袖出弧线上点麓对应缴座橼比例表

前线 数值 羼线 数值

A50 1 (A50) l

A100 0．9177 A200 0．9303

AllO 0。7434 A210 0。6503

Al∞ 0．5943 A2∞ 0。5211

A130 O．4469 A230 0．3857

一A140 0．3474 |

A165 0。2331 A265 0．2743

A175 0．1394 A275 0。1577

A185 0。0737 A285 0。0743

A300 O A30l O

按照各点Y轴高度比例，计算各点到袖出线的距离，并求得该距离与袖窿弧线长

AH的比例，计作横座标比例，以Bn记录，例如点X120的X轴座标与袖窿弧线长的

比记作B12D。

表3．2．9袖山弧线上点的对应横座标比例袭

前线 数值 后线 数值

辩50 O (B50) |

Bloo 0。07303 B200 0。06742

B110 0．1330 B210 0．1648

B120 O．16lO B220 0．2004

B130 O。1891 B230 O．236。

Bl∞ 0。2116 |

B165 0．2378 B265 0。2678

B175 0．2603 B275 0．2978

B185 0．2884 B285 0．3221

B3∞ 0。3464 B301 0。3558

依照这些数据，可以进行袖山弧绘制，具体方法见下一章。前文研究得出的袖窿

弧线是可用于一般性绘图的曲线，此处袖山弧线与之相对应，且按本文的绘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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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与袖窿弧线进行同步变化，因此选择人模进行立体裁剪。

3．3本章小结

(1)本章分析了上装结构线与人体体表尺寸的对应关系，结果表明除袖窿弧线、

领窝线等较难实现的曲线外，其余上装结构线均可与人体尺寸一一对应。

(2)对肩线、袖窿弧线、领窝曲线以及袖山弧线进行实验，找出备曲线的绘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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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男上装样板松量与样板绘制规则

4．1男上装样板的基础松量

服装一方蘧要符合人的体型，另一方面要满足于人体的运动需求。在人的肢体进

行活动时，几乎所有体型数据都会有变化，这是服装松量存在的直接原因，因此，服

装尺寸的把握上，必须在基础尺寸上加入一定放松量。

确定人体关键尺寸的动态变化规律是定量研究服装松量问题的关键所在。本研究

确定了上体部分一些关键尺寸部位，并通过人体测量实验取得数据，并进行松量设计

的分析研究。

4．1．1影响松量设计的上体尺寸

人的上体躯干，基本呈现柱体形态，相应的，～般常规的上装也以这种柱体形态

包裹人体，而这个服装包裹人体的松紧度，直接的反应就是围度的松紧情况。日常生

活中，人们评论的“衣服有点紧”、“有点肥”等等指的就是围度上服装与人体的配合程

度的不匹配，这种围度上的不匹配将给穿着者以不舒适的感觉。丽“袖子有点长”、“衣

服有点短等”说法则指的是长度尺寸上的配合程度不匹配，这类尺寸的不匹配将主要

影响服装的外戏等。因此，服装松量设计的重点是围度上的松量设计。

胸围：胸围上身最重要围度参数，呼吸将引起胸围的变化，过于小的服装胸部围

度设计会阻碍呼吸运动，从而带来严重的着装不适。另外，由于上肢与躯干的连接部

位靠近胸围，而正常生活中，上肢的频繁运动所带来的胸围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

胸宽、背宽：胸宽与背宽可以近似理解为胸围圆上的两段，因为服装一般分前詹

片处理，因此，这里也作为一个重要参数尺寸进行分析研究。

硬圈、黢围：人体腰腹部有众多内脏器官，恧且腰腹是躯干中相对运动最为灵活

的部位，躯干的扭转、弯曲，下肢的运动，多会引起腰腹围度变化。

背长：虽然服装衣长常常参照人体背长而设计，但农长尺寸的设计往往较自由，

而且衣长不会影响到服装的穿着舒适程度，所以有关背长的变化问题，不做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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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胸围、胸宽等上体动态尺寸变化实验

基于对上体的分析，进行男性上体动态下尺寸变化实验。

实验目的：上体关键参数尺寸的数筐交化极限。

实验对象：同第二章测体实验的受试者，68名。

实验设计：身体尺寸动态变化可大可小，但多数涉及服装样板设计的是参数变化

的极大值。因此，此实验测量受试者在直立静态下的部分身体参数以及运动中各尺寸

参数的极限值。在取得数据后，运用SPSS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实验过程：

(1)人体处于直立平静状态，测量胸围的常态值；进行深呼吸、伸展土胺，测量

这个过程中，胸围的最大值。

(2)扩胸、上肢后张、双臂抱头后张，测量这个过程中，胸宽的最大值。

(3)上肢上举、前伸、抱臂，测量这个过程中，背宽的最大值。

实验数据值域：

经测量，常态值数据范围如下表所示：

表4．1．1燮亿实验常态数据范重 单橙：ern

参数名称 胸围 背长 胸宽 背竟

常态值范围 75．92 35—58 31—46 32—46

实验数据分析g

下面以胸围变化为例分析尺寸变化：

袭4．1．2数值基本统计

均值(单位：厘米) 标准差(单位：厘米) 样本数

胸露极大值 88。17 4．毒5 68

胸围 84。3l 4。48 68

如上表所示，受试体胸嗣极大值均值为88。17厘米，标准差为4。45厘米，胸围均

值84。31厘米，标准差为4。48厘米。

为验证胸围变化量与胸围的关系，下面运用SPSS统计软件，采用相关与线性回

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胸围变化极大值与胸围的相关检验结果如表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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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樱关性

胸围极大值

Pearson相关系数 胸围 0．918

单尾检验指数P 胸围 0．000

样本数量 胸围 68

如上表所示，胸围极大值与胸围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是0．918，两个变量的

相关关系是十分显著的(p=0。000)。

表4。1。4回归方程鳃释力

R R2 标准差(单位：厘米)

0．918 0．843 1．77

因变量；胸围； 从属变量：胸围极大值

上表以“胸围”作为预测参数，说明“胸围’’对“胸围极大值”的整体解释力。R相关

系数为0．918，即胸围可以解释胸围极大值91．8％的变异。R2说明回归关系可以解释

变量84．3％的变异。回归方程估计标准误差为量。77厘米。

表4．1．5方差分析

Sig．

回归方程 O．000

因变量：胸围； 从属变量：胸围极大值

上表中方差分析检验系数0。000，回归方程式合理性很高。

袭4．1．6回；鑫方程系数

B的95％置信区闻
B：-回归方程系数 标准差 Sig．

下限 上限

因变量 11．315 4．022 O．006 3。288 19．341

胸围 0．912 0．048 O．000 0．817 1．007

因变量：胸围； 从属变量：胸围极大值

回归系数是十分显著，回归常数比较显著。

回归方程式：胸围极大值=11．315+0，912x胸围，其中胸围值域为75cm-92cm。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其他实验参数极大值同静态数值闻也都存在誊显著相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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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本实验所测量的数据范围内，回归方程如下：

背长极大量=O。820十1．126x背长；

胸宽极大量=10．232+0．805x胸宽；

背宽极大量=19．140+0．676x背宽；

回归分析结果对基础松壁设计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4．1．3服装样板松量设计

实际应用中，可以依据上述回归分析实验的结果，进行基础放松量计算，即样板

上胸围、背长的最低限度放松量设计。然而考虑到回归方程存在误差，按上述方法计

算出的放松量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所有人体的运动需要，因此需要进～步分析胸围等参

数的放松量。下面以胸围为例，计算放松量。

设参数“胸围变化率”，关系式如下：

胸围变化率=(胸围极大值一胸围)胸围

根据上式，计算实际测得的68组受试者的“胸围变化率”，结果如图4．1．1所示。

图4．1．1 胸围与胸围变化率散点图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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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看出，“胸围变化率”参数值多数分散于2％至10％之阆，丽且“胸围变化率”

与“胸围”之间并没发现十分明显的线性关系。

按照基本松量设计“从大”原则取值，则胸围最低松量的放松比例至少不应低于

10％。由上述结论，在进行样板设计时，首先对测得的人体净胸围值进行不低于10％

的“放大”后再进行其他设计。

按照同样躺方法，对胸宽、鹜宽进行计算，得到满足人体基本活动需求的变化率
如下表所示：

表4．1．8部分参数交化率

体型参数 活动需求交诧率

背长 14。9％

胸宽 13．5％

背宽 7。0％

考虑到胸宽、背宽都处于胸围区域，本文首先计算静态的腌宽、背宽占胸围的比

鲷，之后判断按各自变化率进行设计后的胸宽、背宽占胸围尺寸的比倒是否低于原比

例，做出相应调整。即可以实现通过胸围的松量变化控制胸宽、背宽的放松量。这样

做可以有效避免不合理尺寸的产生(比如：。胸宽、背宽、袖窿宽的总和同胸围值存在

较大差距)，既满足了样板的合理性，又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样板的独特性。

4。2男上装基础样板的绘制规则

本节讨论服装前片、后片以及袖片的基础样板生成规则。在基本图样绘制规则里，

暂没有对门襟、过肩、袖口等结构进行处理。此外，制图规则中所提到的尺寸参数均

是设计后的参数数据，有别于同名的人体测量参数数值。

4．2．1基础前衣片绘制规则

如图4．2．1所示，前衣片绘制方法如下：

(1)作水平线a，以及与之相垂直的直线b，垂足为点A。

(2)在A点右侧向下作a的垂线c，垂足B，以c为臀线，取AB长为下摆缓冲值，

供款式设计对服装长度要求变化任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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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B点右侧向下作a的垂线d，垂足C，以d为腰线，取BC=臀腰距。

(4)在C点右侧向下作a的垂线e，垂足D，以e为胸线，取CD=胸腰距。

(5)在C点右侧，童线a上做～点E，取CE=前中长。

(6)在直线e上，自D点向下取Dp胸围／4，并过I点作垂直于e的直线j，垂足

为I点。且直线j与直线d交于点J，赢线j与直线c交于点K。

b e d e h

E
——

A B C D H

●

HItx神i／
／吱。≯，30)(∥—泰Z，X·舒

G0湎)知
『Xl描

L K l l㈧ It2

甏4．2。1基磷翁片样板图

(7)在直线a上、D点右侧，取DH=胸围至颈围距趁(即参照螽片DIt)。并过珏点

作a的垂线h，直线h与直线j交予点H2。在h上取ITHl=胸宽／2，分析线段HlH2的

值，若此值不在前文所作测体结论的合理范围内，则在线段HH2上对H1点并做出位

置调整。过H1点作水平直线i。

(8)前领弧线。依照前文前领弧线方法进行绘制。得到前领弧线E—El。E2．F，其中，

F是前侧颈点。

侈)作前肩线。依照薷文肩线方法进行绘制。得到前侧瘸点G。

(1。)作前袖窿弧线上半段X50-Xloo-Xuo，其中点Xso即点G，点Xm即点Hl。

(11)作前袖窿弧线下半段Xno-Xno-X130—X140-X165-X175-Xl-X300，点K煳即点I。

(12)基本图样以胸围为基准，将侧线取水平，即线段IJK。

(13)完成前片基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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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基础后衣片绘毒|J规则

b c d e h

IfX瑚)

L K J k； H2

k搿
Ⅵ狮

、， G隅
● 电 垒绺—^
l

Hj∞。．) ＼
}．，

B

甄f
l

A B C 莎 H E

图4．2．2基础后片样板图

如图4．2．2所示，后衣片绘制方法如下：

(1)作水平线a，以及与之相垂直的直线b，垂足为点A。

(2)在A点右侧向上作a的垂线c，垂足B，数c为臀线，取AB长为下摆缓冲值，

同前片。

(3)在B点右侧向上作a的垂线d，垂足C，以d为腰线，取BC=臀腰距。

(4)在C点右侧向上作a的垂线e，垂足为D，以e为胸线，取CD--胸腰距。

(5)在C点右侧向上作a的垂线g，垂足为E，以E为第七颈椎点，即取CE=腰背

长。

(6)瘫直线e上，白D点向上取DI=胸围／4，并过l点作垂直于e的直线j，垂足

为l点。且童线j与直线d交于点l，直线J与直线e交于点K。

(7)在直线a上、D点右侧，取DE中点H。并过H点作a的垂线h，直线h与直

线j交于点H2。在h上取Hill=背宽／2，分析线段HHl以及H1H2的值，若此值不在

前文所作测体结论的合理范围内，则在线段HH2上对Hl点并作出位置调整。过H1

点作水平直线i。

(8)作后领弧线。依照前文后领弧线方法进行绘制。得到后领弧线E．E4．E3．F，基

中，F为后侧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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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前肩线。依照前文肩线方法进行绘制。得到后侧肩点G。

(1回作后袖窿弧线上半段Xso-X200-X2lo，其中点Xso即点G，点X2擒即点Hl。

(“)作后袖窿弧线下半段X210—X220-X230—X265一X27s-X2s5一X300，点X300即点I。

(12)基本图样后以胸围为基准，将侧线取水平，即线段IJK。

(13)完成后片基础图。

4．2．3一片袖绘制规则

在这一章里，主要研究袖由弧线的绘制方法，袖摆设计、袖口设计等款式变化在

后一章分析。

参照图4。2．4所示，袖片袖出弧线绘制方法如下：

(1)作水平线a，以及与之相垂直的直线b，垂足为点B。

(2)在直线a上，B的右侧，取BA=臂山高。其中“臂山高”定义见第二章。

(3)依照前文袖由弧线实验结果，在线段BA上确定点A煳、A2s5、Als5、A275、

A175、A265、Am5、A140、A230、A130、A220、A120、A2io、Ano、A200、A100、Aso。其中，

点A50即点A，点A300即点B。过以上点作直线a的垂线，以A1xx为垂足的垂线向上

蘧，作为前袖出弧线辅助线；以A搬为垂是的垂线自下画，作为惹袖由弧线的辅助

线。

(4)分别结合衣身样片上的前后袖窿弧线上各线段长度，绘制袖山曲线。自袖山

顶点，髓段为Xso-Xl渺Xll咎．x12D—Xl麓rxl50-Xl贷Ⅸl强-x195-X3。o盘袖山顶点开始，后段

为X．so-X200-X210-X220-X230-X265一X27s-X2ss—X30l，其中点Xso即点Aso也即点A，点X300

与点X301均对应衣身袖窿底点X300。

(5)见图4。2。3，以点Xloo确定方法为例，具体说骧袖由弧线绘制法。在直线a上

量取确定Al∞点，然后设过点Aloo垂直于直线a的直线为L。取前衣身袖窿弧上的线

段x50Xllo长度，设此长度为m。然后，过X50点向直线L量取长度为m的线段，交

L子点X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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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袖山弧线绘制示意图

(6)按照数字顺序，依次、逐一分另lj完成前后袖山弧线后，过点X300和点X301分

别向左作水平线，即袖缝线。

(7)根据袖长要求，截取袖摆线e(图4．2．4中未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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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本章小结

图4．2．4基础袖片样板图

(1)通过实验，分析确定了男上装的基础松量；

(2)并结合前文结论归纳出男上装基础样板的绘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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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男衬衫款式设计

服装覆盖于人体表面，我们可以把服装理解为用面料对人体表面进行复制。若是

高度一致地复制，即形成贴体款式的服装；而若在某些部位进行变化，让服装对人体

进行“扬长避短”的修饰，即形成了结构变化。“服装结构设计”与“服装表面装饰设计”，

一同构成了服装的款式设计。

常见的男上装款式主要有西装、茄克、马甲、衬衫等等，本研究以男衬衫款式为

例，研究男上装款式与样板变化规律。

5．1男衬衫的结构特征

现。

男衬衫是常用服装类型，一般款式属于内衣类，但近来也有休闲化的外穿款式出

5．1．1男衬衫常见类型

男衬衫常用类型有传统型衬衫、休闲外穿衬衫、礼服衬衫等。除休闲外穿衬衫外，

男衬衫总体结构变化不大，一般变化集中在衣身胸前的造型、领形、袖头和袖衩形式上。

图5．1．1男衬衫款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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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2男衬衫的规格设计要求

勇衬衫是一种内穿服装，一般使用机织面料。从总体形态上看，男衬衫在颈、璃、

腕部位与人体紧密贴含，即在这些部位上基本直接采用人体尺寸；在胸、背等部位的

尺寸把握上相对保守，郄这些部位服装较为贴合人体；在腰腹、臂等部位的尺寸把握

上较为宽松，即这些部位服装远离人体体表，更加重视服装外形的塑造。

5．1．3鹨衬衫的结构组成

如图5．1．2所示，男衬衫衣片主要包括左前片、右前片、育克(过肩)、后片、

袖片_以及如衣领、袖口(克夫)、贴袋、前门襟、袖衩贴片等一些较小的部件。另外，

螽衣片上部有收褶。

蒌。。． 一幽 妒叭
＼

前肩线IJ，

堰 ||过痨开缝线L
h

棚／

．前l
袖l
窿＼
弧＼
线

前
瘸
缝
线

啪口(克夫Ⅻ

／＼删虬厂，一前下摆线

圈5。1．2男封衫衣嚣榉极示意图 ．

男衬衫主要衣片图的几何组成如下：

左右前片分别由6条线组成，分别是前中线、前下摆线、前侧缝线、前袖窿弧线、

前肩线、前领窝弧线；

后片由6条线组成，分别是2条后侧缝线、2条后袖窿弧线、后下摆线以及过肩

处的开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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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腐由6条线组成，分别是2条后袖窿弧线上段、2条后肩线、后领窝弧线；

袖片由袖山弧线、左右开缝线、袖口缝线。

其他小衣片略。

5．2勇衬衫款式变化对样板的影响

5。2．1男衬衫款式变化

男衬衫是一种常规款式服装，其款式结构变化相对较小，主要表现为；整体衣身

宽松程度变化、工艺部件款式变化这两方面。

(1)男衬衫衣身款式类型

为了适应不同的穿用功能，在衣身款式上，男衬衫主要有内穿衬衫款式(郎普通

衬衫款式)和外穿衬衫款式两种。【3l】普通的内穿衬衫穿用时受到外套制约，因此结构

设计上相对保守。外穿树衫在结构上不受终套限制，所以样板松量较大，蘸线的设计

较自Ell。具体说，在人体基本尺寸的基础上，增加肩线长度、农身围度上的放松量，

减小袖窿曲线弯曲程度，使其趋于直线化。

(2)男衬衫工艺部件的款式变化

男衬衫是西服套装中的一部分，根据西装的不同有不同的衬衫款式，但这些款式

衬衫均是在一般内穿的普通衬衫的结构基础上，对领形、前身鼗饰等工艺部位进行变

化设计两成。因此，除衣身结构变化外，男衬衫的款式变纯还主要集中于王艺部件的

式样设计上。男衬衫工艺部件及一般变化形式如表5．2．1所示：

表5．2．1 男衬衫工艺部件及变化

王艺部件 变化情况

领 领类型、领角形状等

门襟 折边或包边等

季壶口 袖翻形状、宝剑头形状等

背褶 背褶形式、数量等

口袋 口袋形状、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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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农身造型部位的变化方式

衣身造型决定了衬衫的整体风格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反映于衣身的造型部位，这

些造型部位集中在以下区域：肩线、胸围线、腰围线、下摆线、袖窿弧线、袖山弧线

以及袖摆线≯2-34]。

(1)肩线：位置变化和长度变化。位置变化指肩线的两个端点(侧颈点和侧肩

点)的位置变化。其中，当侧颈点变化时，还同时导致衣身领弧的尺寸与形态变化。

(2)胸围线：主要是翡围围度变化，导致衬衫松紧造型变佬。

(3)腰围线：主要是腰围围度变化，对一般体型(胸围大于腰围)来说，男衬

衫收腰量很小或无收腰。腰围围度的变化可以导致整个衬衫风格的变化。

(4)下摆线：指下摆线的造型变化以及高度位置的变化。下摆的高度能置则直

接影响了衣长。

(5)袖窿弧线g主要包括袖窿弧长变化、袖窿弧曲线形态变化。袖窿弧线长度

和曲线形态变纯将导致衣身松紧造型和衬衫风格的变化。湖

(6)袖山弧线：弧线长度、曲线形态。其中，袖山弧线长度随衣身袖窿弧线长

度而变化。曲线形态的变化则包含了袖山高变化、袖肥变化以及曲线走趋变化等。郾明

(7)袖摆线：长度变化、形态变纯。长度变化决定了袖长，形态变化包含了袖

口相关工艺部件的款式变化。

5。3衣身款式变化量的设定

分别定义以下变化参数，对衣身造型部位的变化进行定量表示。

(1)翦后中线

衣长的变化需求，集中反应在前后中线的上下两端点的位置变化上。

?前领窝点：前中线上端点的竖直位置变化，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下摆前中点：翦中线下端点的竖壹位置交化，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下摆前后差：表示后中线下摆点与前中线下摆点的高度差，后长于前为正。

(2)胸部区域：

?胸萤：胸圈隧款式变纯的变化量。

?胸围高：胸围高度变化量，上为正，下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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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宽；胸宽变优量，并不燕接壶款式操作褥到，褥是瞧?胸麓／麓重得感。

(3)颈瘸区域：

?侧颈点水平位置：侧颈点水平位溉变化，影响到领大，肩线等。

?窟端点竖蛊位置：德寤点离度搜鬻变德，上为蔗，下梵受。

?窟端点水平位誊：侧庸点求平谴嚣变化。

(4)腰鹳区域：

?凄凌；骚嚣交诧鲞，对于蓄邋衬衫形态，～般霹瑷不考意。羧冀俸或特嬲要求

腰部造型熬款式设计需考虑。

?臀围#臀围变化量，臀部尺度～般对衬衫造型不造成影响，因此，一般不考虑

越僮。

?臀侧商；用以确定衬衫侧缝线下端位置变纯，此参数将影响下摆造型。

(5)胸围放松量分配阮例：

蓠侧增爨系数、嚣铡增量系数、蓠孛增量系数、震串璞量系数；衣身呈柱彤，簇

凋变纯对，对应样扳豹变纯则出现在侧边、蒋轰中线处，所以需要确定增量静分配比

例。比例可以由设计者自选主观设定，也可给出～个较为常用的分配比例。

(6)耱出系数：指袖出离与袖窿孤线长酶瑟值，辩禳由系数=袖窿弧线长黜波嵩。

根据第三章结论，入体臂由高与臂根围之间存在糟显著的稻荚性。以袖山商和袖

窿弧线长分别对应人体臀出高和臂根隧，则可得出结论；袖片的袖出高与袖窿弧长闻

存在着摇关健。分辑第三章孛鬟溺量鹣入彝数攥，计算搿畜令髂辩譬掇鋈声鹫出嘉媳

值，数据如下表所示；

袭5，3。1 人体臀根围与臂山嵩比值数据表

臂掇圈徊吣 璧出高(嘲 鹫根隧璜窿高

最小值 33，∞ 21．50 2．16

最大值 45．oo 38．OO 3．25

平均擅 3S。了2 28．3梦 2。瑟

标准差 3．Ol 2．粥 O，∞

由土表埘默看出，臂搬疆艚由高龄数值范围为2．1艿至3．25，均壤舞2．53。随着

篱鄯铡彝捻离，篱毒高会隧之藏小潮，篱檄藩蹭出离酌蓬会增热。考惑囊受试赣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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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自然下垂，因此在样板上，袖出系数的值不疲小于上述臂根围／臂山高的计算值。

一般雨论，样板设计过程中，袖窿弧线长是在衣身样板设计时确定出的，袖窿设计时

可以认为袖窿弧线长是定值，因此可由袖窿弧线长和袖山系数来推导袖山高。

5。4款式变化样板的实现

5．4．1加入款式设计的样板规则

本节讨论前片、精片以及袖片样板款式变化设计规则。在这部分规则星，仅制定

衣身与袖片的规则，门襟、过肩、袖口等部件见下一节。此外，制图规,IUcb所提到的

尺寸参数均是设计后的参数数据，有别于同名的人体测量参数数值。

(1)加入款式设计的前衣片规员眭

鑫

b
E
—

A B Bl C D H

＼

＼
Xm Xl”

压啦 —恭?
厂xJ馅 G(酬
，xⅢ

L K J l(x瑚) H2

图5．4．1加入款式前片样板图

参照图5．4．1所示，加入款式的样板规则如下：

《薹)作水平线a，以及与之相垂童的直线b，垂足为点A。

(2)在A点右侧向下作a的垂线C’，垂足B’，取AB’长为下摆缓冲值，任取值。

以c，为臀线。点B为前中线下摆点，以BB’=?下摆前中点，过B点作直线a的垂线

C，作势下摆酶参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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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B’点右侧向下作a的垂线d，垂足C，以d为腰线，取B’C=臀腰距。

(4)在C点右侧向下作a的垂线e，垂足D，以e为胸线，取CD--胸腰距+?胸围

高。

(5)在直线a上，C点麴右侧，取一点E，并令CE--前中长+?前领窝点。

(6)在直线e上，自D点向下取DI=胸围愆+?胸匿x前侧增量系数，并过l点作垂

直于e的直线J，垂足为I点。且童线j与直线d交于点J。

(7)在直线a上、D点右侧，取DH=胸围至颈圈距趁+?胸圈高。并过H点作a的

垂线h，直线h与直线j交子点H2。在h上取I-H-Il=胸宽忍+?胸宽，过Hl点作水平

直线i。

(8)翦领弧线，依照前文前领弧线方法进行绘制。褥到前领弧线E-E1．E2．F，其中，

F是前侧颈点，F点与前中的距离檄据(侧颈宽+2侧颈宽)／2确定。

(9)作前肩线。G点位置以肩线长、正面肩端距离(参数定义见第三章)、?侧肩

高、?侧肩宽确定。

(10)作前袖窿弧线上半段Xso-Xloo-X110，其中点Xso即点G，点x110即点Hl。

(11)作前袖窿弧线下半段Xno*Xno—X130—X,40-X165-X175-Xls5一X300，点X300即点I。

(12)根据腰围、?腰围确定侧缝线上的腰点，，根据臀围、?臀围、?臀侧高确定

侧缝线下端点K，完成线段IlK。

(13)根据要求在肩线下截取育克(过肩)的前半部分。

(14)根据要求改变下摆形状，并连接各点完成前片样板。

(2)加入款式设计的后衣片规则

如图5．4．2所示，后衣片绘制方法如下：

《重)作水平线a，以及与之楣垂直的直线b，垂足为点A。

(2)在A点右侧向上作a的垂线c’，垂足B’，以c’为臀线，取AB’长为下摆缓冲

值，取BB’=?前下摆中点+?下摆前后差，过B点作直线a的垂线c，作为下摆的参

考线。

(3)在B’点右侧向上作a的垂线d，垂足C，以d为腰线，取B’C=臀腰距。

(4)在C点右侧向上作a的垂线e，垂足为D，以e为胸线，取CD=胸腰距。

◇)在直线a上C点的右侧取点嚣，使cE=背长，却E对应人体第七颈椎点位置。

(6)在直线e上，自D点向上取DI--胸围／4+?胸围×后侧增量系数，并过I点作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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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于e的直线j，垂足为I点。且直线J与直线d交于点J。

(7)在直线a上，取DE中点H。并过H点作a的垂线h，直线h与直线J交于点

H2。在h上取HHl=背宽／2+7背宽。过H1点作水平直线i。

bc’c d e ．h

Ux神．
-

J ＼X2砧 H2

≮扔
L

／K ●
弋。。 。 G(

2翌．—1
l

7

HKx2lo)

／
A B二 B．一一．一一一． ．C一．一一．一一．．．

D
J{I一一． 1●---⋯-●

图5．4．2加入款式后片样板图

(8)作后领弧线。依照前文后领弧线方法进行绘制。得到后领弧线E．E4．E3-F，基

中，F为后侧颈点。

(9)作前肩线。依照前文屑线万法进仃绘制。得剑后侧屑点G。

(10)作后袖窿弧线上半段Xso-X200-X210，其中点X50即点G，点X210即点Hl。

(11)作后袖窿弧线下半段X210-X220-X230—X265-X27s—X285一X300，点X300即点I。

(12)根据腰围、?腰围确定侧缝线上的腰点J，根据臀围、?臀围、?臀侧高确定

侧缝线下摆点K，完成线段IlK。

(13)根据要求在肩线下截取育克(过肩)的后半部分，并与前半部分组合成完整

的育克样片。在后片中线上端加入褶量，完成后片的上边线。

(14)改变下摆形状，并连接各点完成后片样板。

(3)男衬衫袖绘制规则

袖片的最终完成还需要结合袖口设计等因素，这里主要研究袖山弧线款式变化样

板绘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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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3男衬衫袖片样板图

如图5．4．3所示，袖片袖山弧线绘制方法如下：

(1)作水平线a，以及与之相垂直的直线b，垂足为点B。

(2)在直线a上，B的右侧，取BAffiA彤袖山系数。其中AH是从衣身样片测得的

袖窿弧线长，袖山系数则根据款式不同有所变化。 ．

(3)依照前文结论，在线段BA上确定点A300、A285、A185、A275、A175、A265、A165、

Al加、A230、A130、A220、A120、A210、Ano、A200、Aloo、Aso。其中，点Aso即点A，

点A300即点B。过以上点作直线a的垂线，以Al舡为垂足的垂线向上画，作为前袖

山弧线辅助线；以A2xx为垂足的垂线向下画，作为后袖山弧线的辅助线。

“)分别结合衣身样片上的前后袖窿弧线上各线段长度，绘制袖山弧线。自袖山

顶点，前段为Xso—X100-X1lo．X120-X130—X150—X165一X175一Xlss-X300自袖山顶点开始，后段

为Xso-X200．X210=X220—X230-X265-X275一X2s5-X30l，其中点X50即点Aso也即点A，点X3∞

与点X301均对应衣身袖窿底点X300。

(5)按照数字顺序，依次、逐一分别完成前后袖山弧线后，过点X300和点X301

分别向左作水平延长线(或按款式要求变化)，即袖侧缝线。

(6)根据袖长要求，截取袖摆线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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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工艺部件样板规则

工艺部件的常用款式较为程式化，因此，可以在本自动化系统中预设常见款式以

便选择，简化系统的款式设计过程。

(1)领：

男衬衫领常见的类型有：无领、立领、小翻领。在此基础上，可能伴有领角形状

等的细节变化。

(2)袖头(克夫)：

长袖衬衫均有袖头，袖头主要的变化是集中在袖头的扣子数目、位置，开衩的位

置形状等。

(3)门襟：

一般衬衫门襟有连在衣身上折缝的，或单做门襟片之后再包缝。在装饰上，可能

有缉明线等。

(4)背褶：

男衬衫背部最大的结构是背褶，常见的背褶款式变化集中在褶的数目、褶的形式

等。

(5)口袋：

一般在左侧有单口袋，也有休闲款式在左右两个口袋。在口袋形式上，有袋底形

式变化，圆底、尖底等，袋布上可能有平布、带褶等。

5．5本章小结

(1)具体分析研究了男衬衫款式类型；

(2)分析款式变化对样板的影响；

(3)综合前文所做的基础男上装样板规则，制定出男衬衫款式样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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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样板自动生成系统

根据前文的分析研究结果，进行男衬衫自动生成系统的编制。本系统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从人体参数到衬衫样板设计过程的自动化，消除了广大用户与服装之间的

“专业屏障”，即节省了时间，又为进行服装全行业自动化作出了实质性的探索工作。

6．1系统的设计与组成

6．1．1系统的功能设计与组成部分

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即完成此男衬衫样板自动生成系统。设计思路如下：

(1)系统要具备人体参数输入功能。具体说，应支持手工录入数据，可以调取历史

数据，并且可以读取三维人体测量系统测得的人体数据。

(2)系统要具备款式调整识别功能。具体说，即系统可以识别用户输入的衬衫款式

变化数据，并将变化反应于样板上。

(3)系统可以统合个体体型数据和款式调整数据进行男衬衫样板的自动绘制。

由上述系统设计思路，本系统包括以下三个组成部分：数据输入、款式调整、样

板生成。

6．1．2系统编制

本文采用Visual C并．NET 2003语言进行样板自动生成系统的编制。程序中添加了

主界面、数据输入、款式调整、样板生成等几个窗体，以完成对应程序功能。几个窗

体采用统一风格设计，窗体左侧上部为文本标签，用以显示提示内容，右侧较大区域

则因功能不同而设计为文本框、图片框等。每个窗体还添加了若干按钮，以完成人机

对话。

另外，程序中还添NT提示对话框，用以提示程序操作中的重要问题，如数据错

误输入，放弃确认等。

“数据输入”部分，编N T数据输入输出类，用以完成尺寸参数的输入、导入以及

保存功能。

47



男上装样板自动生成系统 第六章样板自动生成系统

“款式调整”部分，编制了款式读取类，用以即时读取款式调整内容，并将其转变

为对应的数据变化；编制了数据输入输出类，用以输入输出款式变化数据。

“样板生成”部分，编制了绘制类，用以读取参数数据和款式数据并绘制样板，并

显示、保存。

6．2系统应用简介

6．2．1系统操作演示

(1)程序的安装与启动

自动样板生成系统被发布为一个Windows应用程序。在一台计算机第_二次运行

本系统时，需要进行安装。程序在发布时包含了．NET Framework 1．1，因此可以运行

于Windows95等不包含．NET架构的早期微软操作系统上。

运行“安装程序．exe”文件，进行系统安装。步骤如图所示：

■丰悬■兰Fj正lt：?z：习臼-—■ll-●I-—●I

⋯用～㈣一系统谢导舔
安装程序将引导您完成莅您的计算机上安装男衬衫谗扳自动生成系统晰薷的步骤。

警告：本计笪机程序受版权法和国际条约傈护。如耒经授权而擅自复制或传播本程序仨戎
萁中任何部分)，将受到严厉的民事及刑事制裁，并将在法馥许可的范围内受到最大程度
的起诉。

取消 ／、上一步毫，l-工生唧～翻

图6．2．1程序的安装

安装完成后，运行“男衬衫样板自动生成系统”以启动系统。系统主界面包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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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提示区”和“操作区”，如图所示。

图6．2．2系统主界面示意图

当鼠标在界面上移动时，“信息提示区”内将显示提示信息。操作区内的三个按钮

可以直接进行三个模块的选择。

图6．2．3信息提示区

(2)“数据输入”模块

系统操作一般应从“数据输入”开始，点击“数据输入”按钮以进入该模块，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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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数据输入”界面

在“操作区”内进行人体数据输入。数据输入的方法有三种：

A手工键入：即在“操作区”内由键盘输入人体参数数据。

B打开数据文件；即打开以往已经保存的人体数据文件。

C导入三维人体数据：本系统可以读取由三维人体测量设备SYMCAD系统所测

得的人体参数，即实现由测体到样板的一体自动化。

以任何方式输入的人体数据均可在完成输入后，保存为数据文件，以便下次使用。

点击“清除”按钮以清除当前已经输入数据；“返回”按钮则放弃当前输入，退回主

界面。确认无误并进行下一步骤时，点击“确认并继续”以进入“款式调整”。

(3)“款式调整”模块

当完成“数据输入’’后，进入本模块。在本模块中，操作区中将显示男衬衫款式示

意图。此时，按自己的想法，用鼠标自由拖动衬衫款式图上的点，进行款式调整。或

选“载入款式”套用已存的衬衫款式，并可即时察看穿着效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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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款式调整”界面

然后选择领、袖口、背褶等工艺部件形式，以完成全部款式调整。完成款式调整

后，可以保存当前的款式，以便以后再次使用。当然，可以选择“清除”以除去当前款

式设计，回到原始款式状态，重新进行款式调整。

点击“完成并继续”结束款式调整并进行样板的自动生成。

(4)“样板生成”模块

当完成了前面的简单操作步骤后，进行样板快速生成。点选“生成样板”则在操作

区内显示对应衬衫样板。点击“保存样板”以保存当前显示的服装样板。完成后可以返

回主界面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工作过程，也可以返回上一步，重新调整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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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服装成衣验证

图6．2．6“样板生成”界面

(1)尺寸数据获取

本次成衣验证的人体数据运用Symcad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测量设备获取，保存测

得的人体参数文件。其中本系统需要的体型数据如表6．2．1所示。

表6．2．1实验者体型数据 单位：厘米

参数名 数值 参数名 数值 参数名 数值

颈根围 44 肩线长 16 肩宽 45

胸围 90 胸宽 32 背宽 40

臂根围 37 臂长 57 腰围 82

胸腰距 21 前中长 35 背长 40

臀围 90 腰臀距 21

(2)程序操作

在“数据输入”模块导入由Symcad系统获取的人体参数文件，进入“款式调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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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导入已经完成休闲款式(即图6．2．5所示款式)，进行“样板生成”，将生成的样

板保存输入，绘出1：1样板。

(3)制衣

依据样板生成系统所生成的样板裁剪布料，并缝制服装。

(4)试衣

实验受试者穿着制作完成的衬衫，效果如图6．2．7所示。

图6．2．7衬衫试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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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研究结论及成果

第七章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男上体体型特征分析入手，分析人体体型特点，测量人体数据，找出描述

体型的参数项目。进而分析人体与样板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体运动对样板的影响、一

般男装样板的绘制规则，之后以男衬衫为例，分析男装款式变化对样板的影响等问题，

制定出个性化男衬衫样板的绘制规贝lJ，并依据此规则编制程序，实现从体型到样板的

自动化过程。具体说来，有如下结论：．

(1)男上体体型特征：分析得出男上体颈部、肩部、胸腰部、臀部的形态特征，

并确定出用以描述男上体体型特征的二十余项特征参数，进而通过人体测量实验数据

地分析，找到男上体体型特征参数间的关联性，并得到部分参数的替代方案。

(2)男装样板图绘制：研究得出男体体型特征参数同上装样板结构间的对应关系。

通过立体裁剪、图像分析等实验得出男装样板颈、臂根等部位曲线绘制的一般性规律。

(3)男装基础放松量与样板一般规则：通过上体活动实验分析得出人体一般活动

条件下的服装放松量，进而总结得出基于男上体体型特征参数的上装样板绘制规则。

(4)男装款式变化对样板的影响：分析得出男装款式变化在服装样板上的反映，

以男衬衫款式为例，设计完成基于体型特征的款式样板绘制规则。

(5)男装自动生成系统：通过上述研究结论编制程序，完成基于人体体型特征的

男上装自动生成系统。

本文以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服装结构，通过分析人体体型特征、服装样板特点，研

究人体与服装之间的关系，从而直接将体型与样板相连，完成了男衬衫样板自动生成

系统。

7．2现存问题与进一步研究思路

(1)本文只分析了正常体型青年男性的体型特征，并据此开发了男上装样板自动

生成系统，所以本系统的应用对象还仅限于一般青年男性。后续工作可以分析研究其

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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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衬衫是一种对样板要求相对较低的服装类别，所以目前采用的一些样板参

数化方法尚不够精准，在结构细节上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要更加

深入，细致，以期完成西装等要求严格的服装类别。

(3)样板生成系统目前还不能实现对每个体体型的模拟再现，“款式调整”功能因

此受到一定限制。下一步研究应从人体体型地简单模拟入手，逐步实现服装款式的简

单“试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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