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课题旨在通过对陕西地区20一29岁青年女予的身体数掘分析，归纳并描述寄年

女子形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原型样板。

本论文斡磺究内褰主要瞧括两甥分：一是誊年女子体型特征归纳及描述，二跫形

成青年女子系列原型类。青年女子体型特缎描述怒在青年女子全身多达85个测量数据

黪基穑上，遗行聚类分辛厅，提取形体翔分麓特鬣指标，并蕹戴对青年女子遴孳亍形体划

分。原型类绘制是在青年女予形体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经验计算公式，并根据服

装类别及适用德，确定一系硼原型，以适应不同类剐服装的需要。

本次研究工作从熬体上讲是在趣人碟究基础上的潆入探索，除了对原型进行地域

及年龄的细分，只对陕西地区青年女子进行原型研究，更凭借多年实际工作经验，提

逡一系列藤型绘制薪兹参考帮蕴及经验公式。本研究采震理论与实黢稳结合熬磷究方

法。具体来讲分为五个部分进行：

l、以菲谈舷三维人体测量彼对陕西地区20一29岁青年女子进行身体数据采集，每人体

测部位多达85个。然后利用SPSSl 1．0统计分橱软件，对青年女子人体测量数据避行

分析、归纳和掇取，最终得刹可以描述青年女子身体特征的五个公因子，黑计贡献率

达到76．2％。势在此纂礁上，透过聚类分辑，对毒年女子进行体型熬纳移分}露，逡覆

通过控制部位单样本T检验，分析陕西地区青年女子体型与国标体型的差辫。

2、通过籀关分析，衡瀣各测鬣部位之蓠辩距离远近及稠关太，j、，分褥传统豹诗算公式

的利与弊：如利用胸围推算臆斜度及横直开领等。著在此基础上，以科学的数据分析

结采，掇出了自己的阐归方程式：如胸宽、背宽和肩宽的回归。

3、在数撂分据浆基磷上，礁定愿型绘髑参数。搬出绘制原型参考部位：鹜长、鼹图、

肩宽和领围，并就后两个参考部位进行阐述。分析影响原型放松量的两大因素：呼吸

量帮上液运动蘩，疆实测结莱提鑫疆太簿蔽量与穗围静霾癌方程式，菇及麴宽、鬻宽

的变化与胸围放松量的关系。

4、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以参考部{立数值为基准，将其它部位与之形成的一元回归方程

式进行麓化，形成一系列经验算式。从赢勰决原型构成要素之重要缀成部分一原裂乎

面制图尺寸的理论依据。

5、禳据赛焉毽及方蠖性器爨将青年女子聚型缨分为瑟耱：上装琢登、橙身炎、露装类

及无省类，并就每一类绘制出相应的原型样板。在一系列原型样板慕础上，根据设计

篷进行尺寸及款式盼受纯，绘希i出i：{释板并裁剪翩作成成衣。

关键谲：青年女子霖鍪入体测量数据分季厅俸澄划分



Research on Young Women’S Basic Block

in Shan Xi

Abstract

This task aims at the formation of a series of Basic Block shapes based on the induction and

deseription ofthe young women’S body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the body data

ofthe young women from 20 to 29 in Shan Xi．

The paper mainly includes two parts：one is the induction and descri[Ition of the young

women’S body characteristic．也e other is the formation of a series of Basic Block shapes of

them．The description and the induction is，based on the 85 metrical data all over their

bodies，analyze by ways of K—means cluster，to get the characteristic index of body，then to

carry out the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is．The Basic Block Picture is，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young women，to form experiential formulae，and，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pplicability ofclothes，to fix on a series ofBasic Blocks 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the clothes ofvarious types．

Tiffs research task，on the whole，is more profound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and is limited to the Basic Block research of the young women in Shan Xi except

of the segmentation of area and age．Depending on the practical working experience for

years，I proposed a series of new parts for reference and experiential formulae of Basic

Block Picture．And I adopt the method of combing theory and practice．In detail，th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in five steps：

I．The body data of the young women from 20 to 29 in Shan Xi is collected with

Non-Contact Body Measurement System，covering 85 metrical points of each one．Then the

data is analyzed，induced and abstracted by way with SPSS 1 1．0(statistics and analysis

software)SO as to obtain the five principle components describing the bod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oung women，谢m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76．2％．Based on this，the body shape of

the young women is induced and analyzed by way of K-means cluster，th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dy shape of the young women and that of GB standard by way of

part-controlling、S one sample T—test．

2．With the relevant analysis，the distance and relative proportion among the metrical parts

is measured，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the traditional formulae is analyze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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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reckon the shoulder angle and the traverse straight open collar by using the breast

gi弧。Based On this，the result is analyzed with scientific data and my own regression

equation is proposed，e．g．the regression of breast width，back width and CROSS shoulder over

neck．

3．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the Basic Block picturing parameter is set．The picturing parts

for reference are proposed：the back length,the breast grith,the Cross shoulder over neck

and neck grith，and the last two referential parts are expatiated，The two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sing capacity of the Basic Block：breathing capacity and a蛐、S movement

capacity，Based on the actual measuring result，the regression equation is proposed of the

maximum breathing capacity and breast grith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among the variety of

breast width,back width and breast grith losing capacity．

4，Based on the analyzing result mentioned above，the data of the parts for reference taken

as the norm，the regression equation,formed by other parts and the norlTl，is simplified to

form a series of experiential formulae．So the theoretical gist of the dimension of Basic

Block planeplot，one ofthe important factors ofthe Basic Block stmcture，is set up，-

5．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practicability and convenience，the Basic Block ofthe young

women is classified as four types：the basic one，the loose one，the tight one and the

straight．1ine one，and the corresponding Basic Block shape ofeach type is drawn．．Based on

the series of Basic Block shapes，changes a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dimension and pattern

of the designing drawing SO that the 1：1 shape is drawn，the material is cut out and the

slopwork is made．

Keywords：young women basic block boay measurement data analysis

bod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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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缝论

1．1原型的起源

1绪论

在欧溅，鑫S爱装载葵产生至互鼗稼生产之耱，羧装基本上是单箨戆爨{本裁骜、手

工缝制。19世纪中叶缝纫机问世之后，缝纫速度的加快使单件裁衣逐步冤法适应，促

使服装的裁剪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型法便是为适应大批量生产殿运而生的先

进两科学鸵平蘑结槐设计法。

焱融本，首先将原型概念雩|入驻装裁剪投沭的第一入怒秘本文纯派装学院剖始入

亚木伊三郎先生，文化式原型的确立可追溯到1936年，后又缀几次重大变革，最近的

文化式原型变革是在2l世纪初。

1．1．1原型诞生的艺术基础

“原测法”是女装平面结构设计的方法之一，诞生于时装败发达的欧洲。由于原型

法嚣鸯“定量赘”秘攀牲，又有“定经戆”艺零往，鑫越戆凌20整纪装甏霉之中，飘

欧洲流传开来被世界备国广为应用。

原型是将人体上半身外形平颟化的结构设计，是以对人体的欣赏与理解能力为基

礁懿。鼹方太崇崽人体美，正是凌予薅人体静歇黉与赞美，习。滋人体终必一耱客褒存

在，不断地探求萁内在结构和生长的规律性，提出秩序、匀称、比倒、和谐等形式美

法则，还直接用数学、尺度来深入而精确地剖析人体。

{，{，2璨鍪诞生懿黪慧基磷

首先，欧洲文化的基本精神怒看中“有”而不是“无”，是“实”而不是“虚”，

形成了主体与客体、人和自然的对立。欧洲富惩服装多以立体结构为本，强调三维空

闻效栗，藿撬试缝鞠脊歪，班求褡确与合薅，这便是麓学懿爨维蕊在激装文讫上熬表

现。

科学观念使欧洲女装早在13世纪末、14馓纪初，就实现了直线结构向曲线结构

懿转交，著诞生了镁予窝穗子麓鬻蔽身戆独立形式。文艺复麓之嚣，￡瑟装缝稳设诗遴

入数学推理的规范化阶段。1589年，西班牙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记载服装结构制图公

式与排料图的著作：1798年，法国数学家卡斯帕特·摩根出版了《画法几何学》，确立

了标准依秘基础纸样的概念。与戴网时，英国人发鼹了带形软尺，爻人体灏量提供了

极为便秘的工具。掰礴这一留静铺垫，将服装缭构设计纳入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轨道。



1绪论

1．1．3原型诞生的科学基础

时装结构设计是一门与生活实践密切联系的实用学科，强调严密的科学性和高度

的机能性相结合。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历来对结构设计的升华起着推动作用。

女装衣片构成与人体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原型结构设计法是在掌握了女人

体的内部构造与外部形态，了解人类生命的生理机能需求，掌握女人体各年龄段的体

形发展变化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而产生的。西方人在14世纪找到了使衣服靠近体表的

构成方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在衣料上收省。而且自此以后，他们便按照
人体的外部曲线形态设计衣服的结构，逐步使女装的平面结构状态转变为立体构造系

统。终于摸索出人体体表原本并不存在的“人体转折构造线”，这种构造线系统科学地

归纳与简化了人体表凹凸不平的复杂状况，找到了便服装走向立体造型的关键部位。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现。

西方人对人体美欣赏与理解的传统、数学几何学等学科的创建、艺术文化潮流的

变迁等多种科学艺术的基础，是诞生欧洲女装原型结构设计法的温床。

1．2原型的分类

1．按原型制图方法分：短寸法、胸度法

短寸法⋯细部均按人体实际尺寸制图
胸度法⋯按净胸围B的回归方程制图

2．按原型使用对象性别、年龄分：男装原型、女装原型、童装原型等

3．按覆盖部位分：衣身原型、衣袖原型、裙装原型等

4．按原型构成时的立体形态分：梯型、箱型、贴合型

5．按使用原型品种分：衬衫用原型、西装用原型、大衣用原型等

1．3原型法的研究意义

原型结构设计作为服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款式造型设计的延伸和发展，

又是工艺设计的准备和基础，它将服装造型所设计的立体形态分解成平面的结构衣片，

提示出服装各部位的形状和数量的吻合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吻合关系，从而使服装造

型趋于合理、完美。可以说，原型结构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服装的品质，所以很有

必要对原型结构设计作进一步的研究。



1绪论

1．3．1原型法的本质决定它研究的意义

原型的“原”的涵义为最根本、最基本，故原篷的本质是将人体外形由三维立体

化转为二缎平面化，这种方法以人为本，分步到位。在每件衣服的结构图中，原型代

表着人体的她位，因此它保证了服装结构最基本的会体性。

1．3．2原型的特征决定它研究的重要憔

原型农结构上具有下列特征：

1。结构簸麓单：箭蚕尺寸廷有营长、冷藏匿、痦宽、胸宽露营燕(依耱类不闲嚣有所

区别)

2．制图公式中，以上述控制尺寸为依搬(尤其胸围、背长)，和其它部位形成喇归关系，

霾嚣割强公式整萃弱了、实廷。

3．结构变化自由度大，翁于变形形成结构复杂的纸样，这是原溅用于服装生产最大的

优势所在，尤其对于结构复杂的纸样及量体订制，由同一个原趔通过加放、翦切、转

省展开等手段形成无穷个具体款式，瓣丽在运用上，童鼹、髓了，易于发撂。

1．3．3原型与我国传统比例法之比较

放下表中愿型法与我曩传统毙恻法之比较，可看出辣型法豹科学性及其研究意义：””

藤疆 特点 结构基础 澍款式鲍g罄鼓 适用范围

由立体到平 ●原型的绘制和款式设计是分步 避过立体裁 直观形象地 ●各种服装，
面，再由平面 进行的，属分步式绘恻 剪和人体测 模拟款式 尤适用于款

转换为立体， ●二步式做法对人体靼结构设计 曩与统计分 式复杂、造型
簸

疆爨熬菇基 藤理鹣研究曼深入 掇褥爨瓣，操 交纯多臻懿

础，掇据款式 ●胸禅量在衣片上能椴据不同体 作简单，有章 服装

型 在基本寝片上 型自然准确地产生，进而对胸部 可循，是平面 ●量体订制

作加减调整。 造型的处理更加科学合理． 与点体的最
●以暇型为基础，在把握款式造 好结会，具有

法 型方程较壹蕊准确，孵嚣了设诗 缀藏豹科学
的难度． 髋

据造型设定各 ●对人体和款式的种种考虑，被 建立在大量 对款式模拟 ●各种日常

部位加敞量， 融入公式，直接按公式绘出结构 成农尺寸与 弱，款式变化 服装，尤适用

确定备郝位计 框絮秘轮癣，为一步斌绘图 平嚣公式对 较大对，无法 予尺寸毖较
毙

算公式帮尺 ●绘黧步臻少，对一燕尺寸较霾 黧静基雅上， 撵锋 鞠定、款式毙

寸，按计算值 定且燮化不大的款式可直接准确 裔赖于陡期 较标准的一
例 直接绘出图 绘出 的经验 般犁服装

形，但_谯设定 ●以衣为本，限制了对人体的深
法 尺寸鼹霄些抽 入研究

象，宠念俊羲 ●勰容量不翕把握，凸鳖小豆予
经验 篇一律



l绪瓷

1．3．4原型研究的必要性

骚鍪羲秘学憋移实矮一蓬决定了荚磅究的必要牲。

臀先，这静方法以人为本，分步到位。农每件衣服的缩构图中，原溅代表着人体

的地俄，因此它保{难了服装结构最基本的合体性。也就是说，原型是基于对人体各个

部位尺寸酶把握和砖人体构造的理艇的基础之上，故具有定性毂科学饿。

冀次，覆型法旋使露一个琢麓适应不嗣戆精装，不受经何轮寓型溅装豹约束霸予

扰，从个别中提示出了一般，从个性中抽象出了共性，因而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服装原型的作用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

1．潦鬃是天葬媚关帮整售怠最楚攀覆壹接豹载傣，逶过鼹察原型与最终绫=|弩蚕之趱熬

关系，可以直面地观察到原型图形所体现的人体主要部位尺寸和形态与服装细部规格

间的关系。

2。照黧传嗣基础豳影，通过转移、翦甥、扩鼹、提叠等手段形成构造复杂豹￡葭装缝掇

图，弦这个过程中，可隰很好地把握人体与l琵装之间的关系，稆对其它方法来说更加

易懂鼠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

3．上装原型中最重要的是衣身原溅，通过它的消除前后浮众基的各种形式，能在理论

上麓麓扼要遣磐释黢装静衣隽缭零鼋平鬻。

综．扛所述，“原型法”是以科举艺术为基础，以人体科学为根本，用平面的表现手法

设计立体的服装结构，既富有“寇量的”科学先进性，又带有“定性的”蕊术创造性，

极其实鼹戆女装平嚣结梅设诗法。无谚葳憨缎方式还是设诗效果鼹察，“凝型法”在簸

装结构史上，都堪称巢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和飞跃，敲丽极具研究意义。

1。4原型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原型结构设计作为服装款式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款式造型设计的延伸和

发展，又是工艺设计的准备和基础。它以基本的原型结构嫩发，将服装造型设计所确

定鹣立体形态兹l嚣装辁瘁造鍪嘲绥部遥鍪分瓣成平瑟懿结稳友片，撼示蠢隈装各部餐

的形状、数量吻合荚系，整体与局部吻合关系，设计出各处的结构合理关系，从而便

服装造型趋于合理究美。可以说，结构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服装成衣的品质。

t。4。{源鳖磷究豹内饔

1．有关人体体型、人体测量、人体构造的研究。

2。毒关人体运动、瘦默髟变赝弓l起静鼹装形变秘鞭装放松爨瓣硬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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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绪论

1．4．2淼壅磅究翡方法

l。敬褥数箨：攀握穰确静久髂套部位净尺寸数强是舔黧繇究黟基磷，热蘸绣述，搽型

代表人体，而每件服装则是以原型出发，进行尺寸及款式的双重变化，从而达到设计

秘的。所以，入体尺寸数据的精准与否，将直接影响艨型的绘箴，进而影响成衣的质

爨。

2．绘制紧身原型：以人体尺寸为蕊础，通过三维立体投影形成平面图形，以平面图形

中豹定点或分割线黯瘦天镕耀痤都位，钛嚣褥到无麴放量熬紧奏爨逛，这样兹纛型稷

当于人体的第=层皮肤(不考虑皮肤的滑移)

3．裉据人体运渤特征(如弱鼗的前后上下运动)及人体生理鬣重需爱，裔藏蓬落，氍

要考虑构成人体组织弹性及呼吸所需的纂本度，还要考虑有利于人体正常活动所需的

运动度，在相应部位设置一定的加放量，得出最终的原型。

1．4．3原型研究手段的发展

原瓤法发展到今天，其研究手段及方法都商Y-rE大的改进，荦从数据取得的方法

上来看，裁从手工测璺到摄像法、扫描滋再到今天的非接触三维立体测量。这搜褥过

去难以得到的人体曲面的准确数据，可以轻而翁举地获得。研究方法的改进直接导致

了琢鍪禁些缝稳土熬菠交。

1．5原鳖研究现状

1．5．1融外原联种类及研究观状

1．文化式原型

以胸围积鹜长为参数，接毖铡分割魏基尺寸，接算出魏宽、背宽、撼建涤、横开

领和肩宽等，并适当加减定数予以调整，绘制成半身原型。以躯干原型的袖窿和袖长

为参数竣诗窭袖原黧。

文化式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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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丽美原型

参考部位为6个，较文化式多。根据人体各部位的测量尺寸绘制而成，因此必须

掌握精确的人体测量数据。

目前在我国比较常用的日本原型多为文化式和登丽美两种。

登丽美原型

3．伊东式原型

测量部位和文化式同，仍以胸围和背长为依据，然后按公式求出半度，以半度为

参数，计算出其他各部位尺寸并绘制成原型。伊东原型简单明了，易于掌握。但因为

一些绘制部位与人体相符程度不够好，所以不大常用。

伊东式孤型

4．英式女装原型

参数部位包括：胸围、背长、袖窿深、颈宽、肩宽、背宽、胸宽及乳凸量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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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充分进行人体测量的基础上绘绘而成的。在熟练掌握人体测量技术的前提下(尤

其是乳突量等的测量)，用这种方法设计出的原型相对而言准确度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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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女装原型

5．美式女装原型

和英式女装一样，也是在充分熟练掌握人体计测技术后，能够画出准确的原型。其测

量部位包括：胸围、腰围、袖窿深、背长和落肩等。同样，它和英式女装一样，比较

适用于专业人士，对初学者而言较难掌握。Ⅲnom∞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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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女装原型

1．5．2国内原型种类及研究现状

原型法是80年代初我国从日本引进的一种方法。由于这种方法更适应于变化较大

的款式，使用非常灵活、直观、方便。经过多次变迁和发展，目前已成为颇受人们欢

迎的服装结构方法之一。我国人体和日本人体同为亚洲体型，因此日本原型在我国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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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泛的应用，原型法在我国也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的裁剪方法。

我国蘸黧娇究超多较堍，大终奁80-90车技，国予俸垄衣日本久稚近，藏念嚣弓|

进了日本的原型技术，能谶了我国纸型构成技术的现代化。我国的各种原型，其基本

研究原理和原型法相似，都是从分析人体构造开始，并力图使成趟服装最大限度地贴

金人体。毽凌予工具豹缺陷，毽镪魏入抟数据静取褥蓥本上都依簸予手工溅爨藏翻塌

照相原理测鬃，再以所褥数据在二维平面上近似模拟人体。由于对人体曲面嚣法进行

精确度量，所以这样的研究方法从严格意义上讲，成该是不精确的。而今天，随着科

技的发展，游接触三维人体测量仪已开始应用于服装研究。由于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立

俸形状，蒋绫静溅量方法燹法送行更深入豹研究，嚣接魅三维入棒溺量逶蓬鬣渤率传

感器对遍布人体全身的3)9-个测量点谶行测量而得到精确的人体虚拟三维图像，使测

量结果更加糙准可靠，从而使由三维转换而来的二缎原型更具科举性。“3“”M“删“21

1。残续：在鼹毽本原型黪藏狡著蓄孛，缝合我嚣戆魄钢裁葵法，叛国标又钵测蘩数据

为依托，也形成了各种流派：如马林熬越法、路红熬型法、梅式原型法，魏嚣晶中国

女装原型、蒋锡根母型法、吴经熊优选基型法、戴永甫D式法，欧阳心力比例錾型法

等等。在其激用上，也更逡合我国国翡。””

①基本纸徉；以支I瑞璞、支《维和为代表。根据中国入静体型特援黼戮修正，其设计方

法与日本文化式原型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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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基磴样板：以文纯式藤麓为参照，院文仡式酶潮纛帮位多了一个游胸长，蠡祥板中

的胸宽、背宽、袖窿深、领大等都是以实际成品的胸围为参数绘制而成，所以基础样

板缝合后是宓际衣服的尺寸。图中可见，肩宽会随鬻胸围的加大丽增大，关于这一点，

纂磴群蔽莠没有捂稳蕤阐鹣逶台莛强。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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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蒋锡根母型：由服装资深专家蒋锡根创立，建立在准确的人体测量数据基础之上。

它吸取了文化式原型按比例分割的特点，以身高、胸围、肩宽、领围等四个部位的尺

寸为参数，先绘出母型框架，然后根据一系列母型变化原理，同时结合具体款式进行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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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足

①品种单一：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原型，基型也好，母型也好，基本都以文化式原型为

参照，也基本局限在合体原型的研究范围，由合体原型引申出具体款式，要进行尺寸

和款式两方面的变化，且由于门派不同，各人加放量及款式变化也不一样。没有一个

统一的规律，使用起来也极不便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比例裁剪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

原因。

②没有地域细分：板型研究主要为适应成衣化批量生产及如何适应各种体型的需要，

即：提高板型的适用性，兼容性。因此，人的体型差异是影响板型效果的主要因素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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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分布极广，南北体型差努很大，而在潮内，对原型避行分地区的研究还

极少。

为了迎接时装的发展潮流，原型也应该不断她进行修订。单从号型表上就可以看

出，随着中阂经济的发展，这些年来中国人的营养状况有很大的改善，妇女发育更趋

健痰，三国尺寸差距增大，我謦女子耱毽本女子燹专仓在身裹还愚程三窭分毒上壤毒一

定的区剐，这些都需要我们适时调整舔型的结构，以适应体形交他的需要。

1．6本课题研究内容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疆包括两个方面：①一是通过数据分析，对青年女予体型进

行归纳、描述及形体细分；②按服装实际用途，绘制出青年女予的系列原型图

本论文研究的对象怒陕西地区青年女子，对女性形体归纳从以下三方露入手：①

通过人体测濑，得到青年女子的人体数据。利用SPSSI 11 0软件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青

年女子形钵特征变化的艘律性；②利瘸主成分分析，确定对描述青年女予体型特征最

霄影响静捂标：③穰舞女佳俸鳌特征鹣稿异往，分黉避行缀台，将青年女子鹣形俸遴

行细分。

绘制原趔步骤将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①根据人体的生理和运动两个因素，分析原

塑豹藏裣羹歉帮建。②穰定覆鍪戆参考帮霞，搽滔藩型孛害遂戆分毒形式；⑨综合疆

上各因素，按服装款式类型对原型进行细分，得到原型类，并以此变化出数款目臣装，

以检验所得原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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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年女子人体数据采集

2．1人体测量的重要性

为了对人体体型特征有正确而客观的认识，除了做定性研究外，还必须把人体各

部位的体型特征数字化。用精确的数据表达人体各部位的特征。人体测量是正确把握

人体特征的必要手段，只有通过人体测量，掌握了人体各部位的尺寸数据，在绘制原

型时才能保证各部位的尺寸有据可依，从而保证原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可以说，原

型绘制是建立在大量的人体数据采集之上的。“71

在人体计测方面，国外已经比我们先行一步，例如日本早在30年前就成立了人体

科学研究所，每年为1000名以上的妇女进行精确的人体计测，计测项目多达1580个，

到现在为止已储存了至少3万名妇女的身体数据。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他们

掌握了女性体型的特征及随年龄的变化趋势，并将这些分析结果运用于原型研究，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民体格的原型，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建立人体数据采储信息库，

在不同的区域进行人体数据采集，从而为我国的原型制订提供数据依据。我国目前通

用的国标号型标准，因为体型数据采集手段等因素的影响，业内人士普遍反映并不实

用，后虽经1997年修订，但也不是在大量人体测量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目前国标与服

装生产之间仍存在脱节现象。当然对于原型研究更是如此，因此目前我国的原型结构

研究仍缺少精确的人体数据做为支撑。

纵观当今世界服装发展趋势，服装裁剪从平面转向立体，设计由二维转向三维。

服装设计的立体化、个体化和时装化已成为当今服装业的潮流。为适应这一潮流，也

为了促进我国服装产业的发展，有必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服装原型。而建立服装原型，

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原型构成理论，分析原型在服装结构设计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严格的人体计测工作，从而进行严密的数据统计处理工作和严格的原型模式的筛

选工作。因此人体测量是建立服装原型的重要基础。

2．2人体测量的方法

人体测量方法根据测量工具是否与人体接触分为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

2．2．1接触式人体测量

也称直接测量法。传统的人体测量方法的主要测量工具是软尺、角度计、测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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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计和滑动计等；依据测量基准点对人体进行接触测量，可以直接测出人体各部位

竖向、横向、斜向及周长等体表獬长度，方法简便、直观，使用工具简单，因而在服

装鼗孛长麓建角。然嚣这些方法大多菝羲经验耱溅量者戆技巧，困瑟容易绘结采豢采

一定的偏差。此外，人体体表具有复杂的形状，传统的测鬣方法无法进行夏深入的研

究，因而据此测量结果形成的一系列服装原型，其结果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精确的。

2。2。2{#接蹇蠡式兰缴又俸壹魂测箍

也称间接测量法，因为在测墩过程中，机器与人体并不产生直接接触。非接触三

维皇动测量弥补了鬻靓能接触式人俸溅量的不是，使测量续鬃更热准确、冒靠。三维

人体自动测量作为鞴代鬻像测量技术的一个分支，它是阻琥代光学为萋獭，融光电子

学、计算机图像学、信息处理、计算机视觉等科学技术为一体的测量技术。它在测量

被测对袋时，把图像当作检测和传递信息的手段或载体加以铡用，其目的是从图像中

提取裔瓣豹蓓感。冬传统豹溅量方法褪篦较，三维久薅溺鬃方法主要特煮蹩倏速、潦

确、效率高等。。“

1．传统q睦§触三维人体测量方法

①立髂掇影溅量法

通过位于不同徽鼹的两台摄像机同时对人体进行摄影，分析人体表丽上同一点在

两幅图象上成像点的对应关系，鞭利用几何光学三角测量原理，计算得到该成像点的

三维坐标。这种方法符合人的视燮特点，但对麴下曲恧测璧较难，精度魄不亳。

②激澎测璧法

用多个激光测躐仪(由激光和CCD仪组成)对站立在测量箱内的被测糟从多个方位

进行测爨。摄像机接受激光光束射向人体表面的反射光，与测距仪同步移动时，可根据

受必袋嚣、嚣阉阗翳、蠢辘燕痊，遥_蓬诗霎懿簿爨天钵嚣一麓凌羞予熹酶黛标蓬，簌瑟

测得人体表面的全部数据。这种方法精度较高，但要求人体在几分钟内僳持不变姿势。

其它方法还有：莫尔祭纹测量法、Lough—borough人体阴影捆描装置、TC分层轮廓测

量方法、Cyberware全赛扫接系绞、-投影条纹糠便涎量法等等。

2．薪的繇接触测量法

新的3D非接触三维人体测量仪，包括人体掴描和人体测鼹两个主要功能模块。人

体扫描模块利用光源在人体表藤投影成像，从褥反映出人体的体表形态。系统通过非

菝魅扫缮，对速毒入谘全身戆3万个灞量点送行渊量，获瑟褥到糖礁豹人体虚羧三维

图像，以获得人体体表30万个点的数据，精度在0．06mm以内。人体测量模块在人体

扫描的数据点的基础上，利用专门软件提取人体180多个尺寸数据，这些数据基本满

是了黢装设诗、生产、秘疆载零骚。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主要采掰上述2．中提到的非接触三维测量方法，同时辅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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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测量手段。

2．3抽样方法

数据分析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根据样本去探求有关总体的真实情况。因此，如何

从一个总体中抽取一些元素组成样本，什么样的样本最能代表总体，这直接影响着结

果的准确性。为了对总体x的分布进行各种研究，把每个个体逐个进行观察，显然是

不观实也无法做到的，所以我们采用抽样推断总体，由局部认识整体。

我们的目的是依据从总体中抽取的一个样本值(XIX。X3．．⋯·X。)，对总体x的分布或

某些特征进行分析推断，因而要求抽取的样本能很好地反映总体的特征且便于处理，

于是，样本应满足下面两点要求：(1)代表性⋯要求样本x。＆X。⋯⋯X。同分布，且
每个X，与总体x具有相同的分布。(2)独立性⋯要求样本XIX：X。⋯⋯X。是相互独立
的随机变量，满足上述两条性质的样本称为简单随机样本。

简单随机抽样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统计方法，在其数理分析方面也研究得最为深

入，它是总体的最好代表，而取得简单随机样本的过程叫做简单随机取样。“”

所以，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陕西地区青年女子进行抽样测量。

注：文章后面如无特别注明，样本均指陕西地区青年女子的人体测量数据。

2．4样本量的确定

样本容量究竟多大才算合适?调查单位多了，会增加组织抽样的负担，造成人力

物力的浪费；调查单位太少又不能有效地反映情况，又直接影响着推断结果的质量。

当然不可能定出一个样本大小的绝对标准，这是因为样本容量的大小取决于对推断可

靠性的要求，而推断可靠性的要求又因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对抽样结果的用途而不同。

所以，在抽样设计时，应注意研究对象的差异、误差的要求和样本容量之间的关系，

再做出适当的选择。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定的误差下选择合适的抽样数目。

一般而言，在统计学中规定，n<30为小样本，n>30为大样本。对于一般的人体

测量，由于年龄及地区跨度很大，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原则上样本量越大，统计结果

越精确；本课题将研究地域定为陕西地区，年龄段定为20一29岁的青年女子，研究范

围相对单纯许多，故按照实际情况将样本量作如下规定。

根据国标中对人体尺寸抽样调查中得知，人体各部位的测量指标近似地服从正态

分布N(从0 2)，取置信水平Ⅱ=5％，

样本极限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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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喾喜
、fl嚣

。为样本标准差。当取n=5％，即测量样本置信概率为95％，查标准正态分布函

数表，得t值为1．96，代入上式得出：

△：!：!肇!
叫一

相对保证误差：

且=黼=令
由此得出：

1 9 6×口—万 ：旦攀×喜
|I，撑 石

亲生攀
A×芹

开根号得出：

n=l，s2×㈥=卜962×B×等
设c．v值，其值为变异系数，它衡量样本个体与总体的离异程度。它的计算方法为样

本标准差与样本均值之比，即：
a

C．y=‘=
Z

最终得出：

刀--1孵X㈢’
A的取值遵循如下原则：

卜2％：适用于重大科研项目

3—4％：适用于一般科研

5％：适用于大批量工业生产

因本文人体测量数据用于原型研究，故A值取3％即可。由于测量中各种原因，

可能会产生无效样本及出现不可预测数目的野点子数据，故减小A值，取2％，以加

大所测样本数目。

根据国标GB／T1335．2--1997《服装号型一女子》中附录B服装号型各系列控制部

位数值表对其所涉及的控制部位数值分别进行C．v值和n值计算，得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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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椽天体l镤l量顼爨豹掰藏及掰瓣样零艇

身高 颈椎点高 她姿 垒臂长 腰围高 胸丽 颈嘲 总肩宽 腰围 臂嘲

颈榛赢离

变异系 0．058 0．054 O。059 O．055 0。056 0．087 0．044 0．047 0．126 n．079

数c，v

舞瓣样 8 28 33 29 31 73 19 21 153 60

本攫11

由上表得出：腰围单个样本的分布变辩最大，所需人数谗最多，为153人，敌本

实验所联久体测量祥本数为153入。考惑翻会产生无效样本，零次测量共选取183入，

测麓嚣选取测量数攒完整豹，最终筛选为157入。

2．5样本取样范阕

本次磅突淑撵落圈必默簇她聪20—29岁青年女予，遗域上班遥嶷为主，蒸零涵羞

陕疆各个地区。取样上考虑到地区体烈差异性，如汉中与网川交界，榆林与内蒙接壤

等等，以西安为中心，适当挑选了陕蹶周边几个地区作为代表。样零取样分露上为：

西安60％(省余城市，流动人口比较多，尤戬陕西地区的入口为多)、榆秫10％汉孛10％

裔粥10％延安10％。

2。6测澄系统的校正

为了傈'l燕灞萤的猴确校，每次速行犬溉模测量之翁都整避行系统校礁。潮予三维

入俸扫撼铰鹣测羹凌翡是逶过露爱戆较髂稷彦实现豹，困憩对予菜一确定鹣三绫人体，

每次的测量缨果理论上应该完全一致。出于测量过程中的人为误差和系统误差的影响，

缩槊并非如此。系统棱准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系统误差。

在校正系统的基础上，筏们浆用为每一入体灏蚤三次的方法来瑟可鼹游除久为谟

差。

2。7人体测避项圈

久体测蛩颂罄由涌整霹翡决定：溺誊静嚣静不溺，掰要求豹溺爨矮嚣瞧有繇不溺。

在与黻装有关豹入俸灞量审，逶鬻要溅羹入体熬毫凌(长发)、宽度、嚣魔、蓐痰积建

度等。

本次研究共测量人体8s个项目，包括垂壹长度、围度及体表长度、角度等，经因

子分析后，析出影响原型的主成份因索，并进行相关分析，褥出回妇方程式，作为绘

翻疆墼翡基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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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薅夔溅量瑗囊及秘蔽蘩佼澄饔踅表一及提应熬久棼{舞||羹霾示说馥：

表一 菲接融三维A钵颡l量部靛一夔表

vl—身高 v2一热长 v3—颈椎商 v4一第七颈橼至臀高点

v5—第七颈椎至膝 v6—腰懋膝 v7一裤腰能蹙膝 v8_一便0面裤腰位援地面

v㈣高 v1㈣高 vll—最犬榉围高 v12—会阴点商

v13一艘高 vl卜最犬膜围高 v15一肩月十高 vt6一胸高

v17—蕊颈点裹 v19一vi8颈侧蟊厚度 v20—癣骝系标准足横踅 v21一鬻至搽臻尺横难

v23一￥22臀犟 v24一v25貔厚 v26--v27麟瓣嚣摹整 v28_辚矮至会瓣赢长

v2秘嘲巾翻 v3湖撮围 v31—左边腋点至腰 v32一右边簸点鬣鞭

v33—侑宽 v3卜定小肩长 v35一右小胸长 v3嘞肩斜角度
v37～右肩斜角度 v38一胸宽 v39一B．P间距 v40—左B．P点商

v41喵B．P点高 v42一胸嘲 v43一胸嘲煨大围 v“一胸下围

v4卜背宠 v48一臀长(弧) v47一后麟攮攀臀长 v48一裤腰至半释长

v49—蓑至臀 v5㈣攘至臀 v51—簇袋蕊耧长 v52_裤腰臻慧羲装

vS3—矮嚣 v54—藏潮最大掏 v55—发侧疆翟臀高 v56—右德骚黧襻巍

v5t一左侧裤腰至臀高 v58—右边裤腰至臀高 v59一半释捌 v60—臀碾

v61—最大臀围度 v62啪圈 v63—最大腹围度 v64颈椎起量垒臀长(左)

v65颈椎起量全臂长(右) v66发念臂长 v67右全臀& v68左上臂长

v69掘上臂长 v70发上臂隔 v71右上臂髓 v72左腕围

v73蠢髓围 v74发内剿腿长 v75右内侧麟长 v76左井侧髓长

v77蠢癸蜜l疆长 v78瓣赘袋左终测霪藿长 v79摇繁筑意癸铡瑟长 vS0左夭腿爨

vSl右丈疆围 v82炭膝阐 v83矗辣嘲 v84左躁围

v85右踝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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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分析

3。1数据颓处理

3数据分析

零次磷究鹃数据娥遴与分撰，粟耀了SpSs(s谯tistie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一社会科学用软件统计包)。采用SPSS进行数据的处理，首先要建立数据文

件著薅数瓣滋行考察。蠢予测量存在耩然误差秘系统谈差，必须霹漠l量掰褥懿簸始鼗

挺进行颈处理_蠲审核熬理，并剔除误蓑矮霉进行统计分板。”1

3．1。1数据的调整

将翳测愿驹数据，挑遮溅量数撵宠熬的样本，定义变量名，著进季亍整理，汇总成

数据表。

蠹予≤}接触三缍人体测量纹在测量人髂对，采取姿势力分腿潞立，弱甓予体铡，

稍弯盐，手背向正前方，且手掌不褥接触身体。这样驹姿势有利予采取上臀长及肘长

的准确数据，健对于鸯体静其它部位楚有一定的影响的，最嘲显葜过于对鹜宽、胸宽

及总肩宽的影响，采取这种姿势站立，被测人在挺胸捻头的同时，容易采取扩胸方式，

即将寤赢嚣移，扶测慧所褥数据来看，半数_l美上鹩入膀宽曛最大予鹜宽，甑璃觉疆显

变，l、。众黪璃黯，人俸豹运凌方良建翔蔫豹，弱这襻懿鼗据镦藏戆农驻，势必i鐾}藏夹

肩，且内于背宽过小，胳膊无法向前移动等弊病，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调按，即

二次溅爨，佟为{}接皴兰罐天薅溅整檬臻姿势载镲充。

3．1。2数瓣探索分轿

瓣添蘩掰褥熬85令醭鋈分裂递嚣攘索努辑，激获褥综合耪步霉蒙，下一疹篝决定采

取以{哥秘方式进行分辨，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身高为例；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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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探索分析

均数95％可信区间 下限 159．504

上限 161．410

去除5％极端值后的均数 160．429

中位数 160．600

方差 32．977

标准差 5．7426

最小值 145．7

最大值 174．6

极差 28 9

四分位数间距 7．900

偏度系数(及标准误) ．009 ．203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身高均数为160．359cm，中位数为160．600，二者非常接近，

偏度系数(skewness)也接近0，这两点共同表明身高数据分布的对称性非常好，最大、

最小值分别为174．6和145．7，离均数160．359距离几乎相等，去除5％极端值以后的均

数为160．429，这几点共同说明身高数据不可能有离群值；峰度系数(kurtosis)为

一0．045，和其标准误0．404均较小，所以，身高数据分布极有可能服从正态分布，关于

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继续讨论。

3．1．3奇异值分析

又称离群值(异常值)(outlier)，它们是偏离数据整体发展趋势的数据点，其产

生的原因可能是：1．被测对象本身为特体，2．试验条件和方法的偏离所产生的结果，3．

测量过程中由于观测者疏忽所造成。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异常值，都意味着该点上的

误差分布与其它正常数据点的误差分布不同。异常值混在分析数据中，往往对分析结

果影响较大，会使分析结果出现不必要的偏差，不能真实反映总体特征。因此要对所

有数据进行考察，找出这些异常值，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然后将其剔除或调整后使

用，以保证数据处理结果的准确性。

以身高为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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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身高数据没有奇异假，即所有的数据都处于四分位数间距的范围。
秘最开始戆裙步搽素结浆耀窃合。

其它部位样本数据的箱式图见附录l。(|三110个为一组统计)

通过箱式图分析，发现编号28的数据在多个箱式图中均为奇异值(如下圈)，经

套后发现，是数据测量谖差过大造成的，所以予以剔除处理。

其它静鸯雾毽数据与总搭嚣磐接近，溪子测量误纛，经秀次测爨并谖整后予{三l应趸。

3．1．4样本分布特征考黎

譬在考察嚣本是否褥会正态分毒。是予我粕鬻鬟豹统计撼羧方法都要求榉零来自

的总体分布燮已知(如鹾态分布)，在这种假设基础上才能对总体参数进幸亍估计或检验。

正态分布猩许多统计分析中起着重要作用，往往怒其它相应方法的前提，这也是为什

么要检验数据是否服从溅态分布的原鞭。

检验蠢杰分布零窝豹方法菇x2粒台优度毪验法，还寿wilk检验法、镝漳检验法

等等。这熙我采用柯尔舆哥洛夫一斯米尔诺夫检验法，简称k-s检验法。它比x2拟合

优度检验法更为精确，它既可检验数掇分布是否服从某种理论分布(如正态分布)，又

霉检验嚣令襻本是否寒爨嚣一霉嚣。

下面藏身高的芷态分布k-s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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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ample Kolmogorov-Smirnev Test

Vl

N 157

正态分布参数～6均值 160 359

标准差 5．7426

最大差异 最大绝对值071

正值064

负值 ．071

z统计量 ．809

双尾检验P值 ．529 №。。mm

&Test distribution is Normal．
“。157”

b．CaIculated from data I噼∞ 愠m 55m 160』' 州．o I‘0,0 172．0

k-s正态性检验的结果显示，z值=0．809，双尾检验概率p值=O．529，可认为身高

服从正态分布。通过直方图与正态曲线的比较，不难看出，身高基本符合正态曲线，

无明显偏峰。

由p-p图或Q—Q图可直观显示身高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身高p-p概率图 身高p-p去势概率图(残差分布图)

0．∞ ．ZS ，卯 75 l∞ ‘2 D,O 2

0bs日ved Cum Prob
Observed Cure Prob

从身高P—P概率图中可见，所有数据点组成的线条和正态分布的对角直线相比，

基本吻合；从身高P—P去势概率图中也可看出，残差正态评分的绝对值都在0．06以内

总的来说数据的正态性是令人满意的。

通过检验可知，所有数据都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其它数据的P—P图见附录2。

3．1．5成对测量数据配对T检验

本研究采用非接触三维人体测量仪进行人体数据采集，从表中可以看出，凡人体

对称部位数值均成对测量，理论上二者应该相等，事实上，从所得数据来看，完全一

样的仅为少数，大部分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极少数差值还比较大。这主要由两个

原因引起：①人体本身不对称；②测量时由于人体取位的差异，不可能做到完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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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机黎采用扫描方式完成测量，由此芎i超一定的测量纛值。

为进行下一多熬研究，宥必瑟瑟这些成对数嚣进行配霹T稔验，辍羯黻一对鼹溯傻

之闯寄笼驻著差异。

以左右全鹫长必铡：

Paired Samples Test

#■■■目拦∞目≈==■—■■=罱■■≈■■_I' IIIIII 111'■∞∞==；《■■■■■目自墨==目=搿■●■■目=■==皇

赫red Diff∞cnces

均数95％可信
匿简

由上袭可戳看潞，t值一一0．197，自密度一156，双遥检验概率P值=0。856>0+05，

霹冕左右龛饕长无驻著差异。

经捡耱，浙有鼯对样本溺量穰之润著无显著熬异，本磷究最终采取箕均篷逡荦亍嚣

型绘划。

其它聚对榉本，如小痨宽、友袁8。P点衰等，其耀对T检验绻果觅驸录3(表中英文

谤对照上蹰全臀长配对捡验之中文说鹱)。

3。1，6数瑟基本统计羹

Descriptive：这个过羧是统计废魍缀多的～个过程，它可黠变量进行撼述镁统计

分析，计算并列出一系列统计指标，并将原始数据转换成标准的正态评分值，并以变

量的形式输入数据席供以后分析。

平均值：菜一测量部位的平均值。它代表了所有参与测量的入爨的途一部僚的平均承

平，德还不能表示测量值之间的差异与交化。

标准蓑；滚述篥一溯量氆躐离榉零秘蠖静远遥程发。

方差：为栋漆差熬平方蠖。爱浚了群零懿蛮教程发。

最大蘧：蘩一攘l量帮霞黪最大毽。

最小毯：蔡一测量酃位舶最小值。

以10个变量为一缀，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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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ve Statistics

Vl 157 145，7 174．6 16氇359 5，7426 32．977

V2 157 22．6 26．9 24．647 ．958l ，918

V3 157 122．7 148．6 135．766 5．1500 26．523

V4 157 520 63 0 57．54l 24200 5 856

V5 157 86．0 102．6 94，081 3 4175 l l。679

V6 {57 52．6 秘．5 58，013 2421l 5 862

v7 157 46．2 55．6 50 474 1．8396 3，384

V8 157 82 9 100 2 91．762 3．6701 13，470

V9 157 89．5 109．6 99．688 4 2346 17．932

V18 157 69：3 87．0 78，199 3。9099 15。27拿

va{韬N(1istwlse) 15了

Descriptire Statistics

V{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l擎

V20

62．7

611

82．7

81．7

107．5

103．1

118．6

24．8

34，l

20．O

82．2

78，5

101．8

100．8

135，}

125曲

143 2

325

4l，2

26．5

73 368

69．568

92．408

91．420

|2l，554

113 206

130．513

28 286

37．7l彳

23．{24

4．2475

3 6402

4．1885

4、1869

5。3922

4．8104

51137

1．5525

1．酩76

1．5257

18．041

13．25l

17．543

17。530

29。076

23．140

26．150

2．410

2．682

2。32皋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21 157 23．1 30．5 26．793 1，5961 2．547

V22 157 20．0 25 7 21．752 1．4620 2．137

V23 157 39，1 47．8 43．419 1 7996 3．238

V24 157 40．3 50．8 46．465 2．4414 5；960

V25 i57 20．7 28．2 24．316 1．6130 2．602

V26 157 40．1 49．8 45．039 1 9591 3 838

V27 157 22．4 309 26283 1．6046 2 575

V28 157 20。2 23 5 2t．750 6313 ．399

V29 157 27．7 33 3 30．825 1．3457 1．81i

V30 157 3i．6 38．9 35．289 1．5437 2，383

玎卯卯辨辨卯"”翦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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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ve Statistics

V33 157 34．7 42．9 38．598 lf6508 2．725

V34 157 11．3 15．3 13．101 ．6924 479

V36 157 15。5 25．3 20．530 2。7446 7．533

V38 157 26．I 38．0 32．339 2．4890 6 t95

V39 154 14．9 21．3 17．399 l 3448 1．809

V40 157 22 6 30,6 26．135 l，9975 3．990

ValidN(1istwise) 154

DesgrlptiveStatistics

V42 157 73．0 101．7 84．576 6。1965 38 396

V43 157 70，7 99。8 83．238 6．1 128 37 367

摊 157 63。1 83Io 72．348 4．7056 22．143

V45 157 30+3 39．2 35．363 1．9113 3 653

V46 157 33．3 41．7 37+787 1．9006 3．612

V47 157 5．6 12。5 8．687 1．5458 2。389

V48 157 ．0 3．0 1．443 ．84龋 ．720

V49 157 18．5 26．0 21．943 l，5998 2．560

V50 157 l 1．8 16，5 14．012 1．0176 l、035

ValidN(1istwise) 157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5I 157 65．9 81．6 73．850 3 2783 10 747

V52 157 54．0 63。5 58．341 2．2118 4．892

V53 157 56．8 76．。 66．535 4，55鞭 20．7始

V54 157 63．5 87．8 75．871 5．3262 28．368

V55 157 t9+0 2S，g 22．138 1．53群 2．361

V57 157 11．8 16。2 13+920 L0181 l。037

V59 157 64。7 89．4 77．404 5 3384 28麟
V60 157 78．0 100。|89．357 4．0137 16。t10

Valid N(1ist',vise) 15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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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ve Statistics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方差
V6l 157 79．8 99 9 91．043 3 9293 15 439

V62 157 64．8 86 0 75．420 4 5588 20 783

V63 157 66 3 87．1 76．946 4 4908 20 167

V64 157 66．2 79．5 72 225 2 7510 7 568

V66 157 48．1 59．0 53．378 2．4518 6 Oll

V68 157 26．9 32．5 29 515 1．1871 l 409

V70 157 20．0 28．0 23 869 1．8060 3．262

Valid N(1istwise) 157

Descriptive Statistics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方差
V72 1．57 13 2 1．7 0 15．015 ．7575 ．574

V74 157 62 2 79．1 70．657 3 5736 12．77l

V76 157 84 2 101．2 92 704 3 6660 13．440

V78 157 90，9 110．7 100 957 4．2639 18．181

V80 157 43．5 58 7 50 588 3．0297 9179

V82 157 32 0 39 6 35 782 I 7962 3．226

V84 157 20．1 25．6 22．614 1 0938 1．196

Valid N(1istwise) 157

3．2数据深入分析

3．2．1聚类分析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类分析就是直接比较各事物之间的性质，将性质

相近的归为一类，将性质差别较大的归入不同类。

3．2．1．1快速聚类

根据经验，当样本量较大时，应该考虑采用快速聚类法，故此我采用K—means

Cluster进行快速聚类。就一般的经验而言，体型分类应该介于2一10个类别组之间，所

以我采用SPSS分别进行2-10组的快速聚类，最终发现分组以5组较为合适。快速聚类结

果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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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1聚类(Cluster)
l 2 3 4 5 l 2 3 4 鑫

VI 165．i 151．B 155．3 169 160．6 V38 39，9 35．7 38．1 35，2 37

V2 25．1 2哇．1 24．3 25．3 24．8 V39 19 16．5 18．2 15．2 17．2

V3 140 127．5 13l 143．7 135．8 V40 29．2 25．5 27．9 25．8 26．9

V4 69，6 55．5 56．6 59．5 57．9 V42 92 80．1 90．8 稻．5 83．3

V5 97．? 89，8 91．8 98。8 94．5 V43 90，4 78。6 89．7 75，4 82，l

V6 6o．6 55．4 56，2 60．8 58．4 V44 78．3 69 75．3 67．9 71．3

V7 62．6 唾8．4 49+4 52．5 50．7 V45 33．8 鞫．4 34 3i．8 32，3

V8 95．4 87．1 89．1 97．2 92．2 V46 37．6 35 36．5 38．6 37

V9 103．9 04，4 98．3 105，7 l∞．3 V47 窖．? 8。S 8．4 8．1 寒．8

VlO 81．3 73，3 75，3 84．2 78．7 V48 1．8 1．7 l。6 O．9 1．3

Vil 78 6&6 70．4 77．7 73．7 V49 23．2 21．6 21．3 21．8 22

V12 72。5 85．6 66．4 75．5 70．1 VSO 14．7 13。9 14．2 13．5 14

V13 95．8 87．1 89．3 99 92．9 V51 76．6 71．3 74．3 73．1 73．9

V14 94．8 88．1 88。4 98 91．9 V52 60．唾 57 §9。g 56。3 S8。l

V15 126。6 115，4 lle。7 130 122 5 V53 7l。7 ∞．9 63。5 7l。l 65．3

V16 117．4 107．6 108．8 120．2 114．2 V54 82．6 70．6 80 69．? 75．1

V17 136 124 126。5 138。2 i31．2 V55 23．1 21．7 2l+8 22．2 22，3

V18 28．1 27．7 28．9 27．6 28．4 V57 14，4 13．9 14 13．7 13．9

V19 黯．2 36。? 38。8 38，7 37．7 ￥骢 84+2 72。9 81．9 7氇3 76．9

V20 22．? 22．9 23。4 22．9 23．2 V60 92．2 85．2 8S．7 94．1 88．9

V2l 26．§ 26．莲 26．8 26，8 27 V61 95 88．2 §3+8 87 §O．5

V22 21．3 2l，l 22。2 2l。9 22．1 V62 81．4 72。2 79．5 70。6 74．4

V23 44．4 4l_6 44．8 42．1 43．6 V63 82．8 73．6 81 72 76

V24 48、4 44，8 48．7 43。7 48．2 V64 74．9 巷9．2 71．1 74．6 72．5

V25 23。8 24 24．5 24．1 24．5 V66 55．1 51．2 52 55．9 53．7

V26 46，2 毒3．6 48．7 髂，3 45 V髓 30．3 窑8．4 28．9 30．7 29．6

V27 2基6 26 26．3 26．9 26．5 V70 25，5 22．9 2S．7 21 23．8

V28 22．2 21．4 21．9 21．6 21．7 V72 15．7 l哇．7 i5 2 i4．7 l＆

V29 32．1 29。8 3l。7 29，9 30+7 V74 73．6 ￡6．5 67．8 76．4 7l。2

V30 36．1 34．2 36 34，7 35．4 V76 96．2 88．2 89．9 98．4 93．2

V31 2i．8 19，3 20，l 23，7 21．6 V78 105．2 95+7 97，5 107．2 101，6

V33 39．5 36．2 38 37．3 37．5 V80 54．1 48．i 52。8 46．9 5使3

V34 13．8 12．5 13 13．1 13．1 V82 37．7 34．4 37 3唾．7 35．4

V36 25．2 25．5 24 23．9 23+9 V84 23。6 21．8 22，7 21．8 22．8

聚类的迭代记录见下表，袭中可见，迭代8次艏收敛。

l塘嘴踟§lllsln”，

1 19772 20 2ll 17．594 15 142 13引8

2 2．407 7，830 4．燃 5,069 889

3 ．000 4 876 3 701 ．000 2．317

4 000 2 060 3．567 000 l 508

5 ．000 000 5．715 ．000 2 312

6 000 000 821 ．000 ．370

7 000 770 930 ．。。。啪0
8 ．000 000 050 ．000 000

8 Converg％ccachier蝴如eto∞or s嘲}distancechangc Themaximum

distance bywhich any centerh*changedis 000 The cⅢentiterationis
8 TheminimumdistaffebdM啪initialc,entcrsls 4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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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类的人数见下表，对照上面的分析可见，第5类，也就是身高在160cm左右的

人数最多，所以这个身高值极有可能成为最终的中间体值。

每一类所包古人数刁霸暇●—广———l而
2 25 000

3 29 000

4 15000

5 58 000

有效样本 156(DO

遗失值 l 000

3．2．1．2按体型聚类

上面的分析仅给出了青年女子总体的聚类分组，但具体而言，青年女子到底有几

种体型，每种体型所占比例如何，以及每种体型的分类情况如何，就有待于下面的深

入分析了。

按国标所规定，YhBC四类体型胸腰差分别为19--24cm、4--18cm、9--13cm和4—

8cm““，按此标准对青年女子测量数据进行分类，得出如下结论(见表3—3)：

表3—3青年女子各体型占总量百分比

体型 l Y l A l B

人数 l 46 l 100 l 10

占总人数百分比 I 30％ I 53％ l 7％

表中可见，青年女子只有YAB三种体型，没有C体型。

1．Y体型聚类分析(表格中数值均为cm)

表3-4 Y体型聚类

部位 数 值

身高 145．7 157．4 161．7 166．7

颈椎点高 122．7 133．3 137．3 141．1

颈椎点至臀围 53 57．6 59 62

全臂长 49．8 50．9 53 56．2

腰围高 89．5 97．4 99．7 104．7

胸围 76．5 87．3 90．2 93．9

颈根围 32 35．3 35．6 36．7

总肩宽 36 38．8 39．2 40．8

腰围 56．8 65．8 68 72．9

臀围 79 88．3 92．3 95．4

每一类人数 3 18 12 13

占Y体型总人数百分比 7％ 39％ 2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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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女子￥体蝥丈多集中予155--166务高范澄蠢。袭中霹觅，熬稻酶簇圈和菠常髂

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她们的腰围并不细，形成Y体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胸部发育良好。

此类型女性特征十分明显。

2。A咎型聚类分板

表3-5 A体型聚类

螂位 数 值

身高 153．2 156．4 lSl 167．1 171．1

颈椎点商 128．9 132．5 136．4 141．9 145．4

颈椎赢曩释强 55+譬 鑫6．1 58。l 59。7 80．9

全臂长 51．5 52．5 53．9 55．5 56，8

鹱围离 94。2 96，8 l∞。3 104，6 106，5

胸围 75．8 80．6 85．1 88．1 91．2

颈中围 30．1 3ol 6 31．1 3ll 6 32．1

总痔宽 37．2 38 38。S 39．3 40。l

腰围 58．7 62．3 66．8 70．5 74

臀围 83。2 85．8 89 93．1 95。6

每一类人数 25 9 46 12 8

占A体型总人数百分比 25％ 9％ 46％ 12％ 8％

A体型大多集中于160／84的范围，从表中数值可觅，她们的体毅和国标A体囊区采

不大。

3．B体烈聚类分析

表3喵B髂整聚娄

部位 数 值

赛高 150．8 162。7 166。7

颈椎点黼 126．9 137．6 14I

颈椎点襄臀围 53 54．1 57．8

企譬{乏 48．9 鑫2．? S5．6

腰围高 92．4 101．6 105．7

瓣围 75+3 77。8 78。9

颈根围 32．8 35．5 36．1

总肩宽 36．2 38．6 39．3

溪围 63 6毒．8 65。9

臀围 83．5 85．6 88．4

每一类人数 2 S 2

占B体型总人数百分比 20％ 60％ 20％

B体型熬卷年女性弱国掂中鸯缀太的不冠，所以要单提她米讨论。青年女性蚋B钵

型，和圈标中的B体型相比较，仅从胸腰落差上来看，就有极大的区别，阿样是胸腰落

差在9一13cm之闻，毽青年女子懿转俸鍪f太多穗帮偏，l、，疑赢令裂入与蓬标器体形辕钕，

孵围则与A体型差别不大。这由于胸部发育未成熟或不良造成，她们从外形上看，呈现

出纤瘦的外形，女性特征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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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陕西地区青年女子体型特征

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由数据寓接就可以看出的B体型，和黼标有极大的不同。对予

另一些激法直接看出的差异，则要j款一步运用数据分析来描述了。

下露我们要通过潍一步豹统计分据，以精确嬲数字模型采魄较青年女子体型特征

和国标绘出的体鍪特征的相戳与不闻乏楚。

我聚用单样本T-Test方法检验(One Sample T-Test)。

首先比较青年女予身高与国标身意

单样本薯粳验—身高

参考值=160

嚣均数95％可售送间

t僮 蠢由庭 藏尾捡验P馑两均数差镶 低 高

t=O．963，自由度为156，双尾捡骏p=0。337，即蠢年女子身藏与国标身高没蠢不屈。

再来魄较全譬长鞠嚣标有侮不阕：

One-Sample Test

Mean

95％Confidence|nterval

ofthe Difference

t df Sig．r2-tailed)Difference Low∞ Upper

全臀长和国标比较，t=14。033，自由度156，p<0．001，可见青年女子全臂长与国标

有明显的不同，其均值为53．378，阑标为50．45，青年女子的念臂长明显长于国标中的

数值。

其它的测量指标，经单样本下检验黻后，发璃青年女子除隽嵩、颈稚点离与蓉标没

有差别外，其余指标均有明显差异，如腰高比圜标值大，说明青年女子下肢长于国标

平均值，黼肩宽则略窄于国标数值。胸围略小于嗣标值，硬围则大幅小于翻标平均值，

这不燕懋瓣，毒年女予大多来簧垒窍，瑟爨畜戴蠛象。溪黉落差凌国标缓大，骚疆落

差则大幅度大于国标俊，这一现象戆由于青年女子腰围大幅小于国标值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颞围略大于国标平均值。

其它控翻部位one-sample Test结果见辫录4(辫录表英文颈基请参爨上嚣身高T

检验之中文说明)。

我以图示来直观袋达这一结果：



3数据分析

上图以国标各控制部位为中心值，青年女子的控制部位平均值则围绕国标值上下

波动，嚣中霹疆看出，鸯褰、颈攫菸以及颈围与鬻标毽接近，霹认戈没有差菇，嚣其

它控制部使数值与国标平均值相眈，均有较大差孬，三围中l冀麟闰差异最大。

3．2．3主成份分析／因子分析

在研究中经常会遇到多指标的问题，如本例涉及85．t57数掭，这些指标闯往存在

一定的相关，直接纳入分析不仅复杂，变量间难以取舍，而且可能因多元共线性而无

法锝出正确结论。主成份分析的耳的糍是通过线性变换，将原采纳多个指标缎合成相

互独立的少数屁个麓充分爱浃总俸僚惑翡指标，获褥在不丢簿主要信患静蓊挺下避开

了变量间欺线性的问题，便于进一步分析。

因子分析也是一种将多变量化简的技术，因子分析的目的怒分解原始交嫩，从中

爨续窭瀣凌熬“类裂”，穗关洼较强瓣接耘羟秀一炎，不嚣类瓣变量熬穗关热粼较低。

每一类变凝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即一种内在结构，因子分析就是要寻找该结构。

从变擞的相关系数阵来看，它们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如果直接用于分析，可能

会带来严熏豹共线性阔熬。

1．KMO系数分柝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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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O and Bartleft’s Test

Adequacy． ．813

Bartlett‘s Test of Appmx．Chi。Square 23644．702

Sphericity df 2278

献上表中可以瓣出，Kid0系数离达0．813，数理统计认为，KM0值0．6{奠上可做因予

分析，而达No．8将取得较佳分析效果，可见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备变量信息选

取表兕表3—7。

表3一?按特征擞>l选取主藏贽瑶螽交量信意被撼驭程度一菱表

各变量信息提取 各变鬣信息提取 释变量信息提取
变量 变爨 变量

百分比(％) 卣分比(％) 酉分比(％)

Vl l 0．972 V24 l 0。853 V5l l O．79

Y2 l 0。371 v2S l 0．865 V52 l §。73

V3 l 0．981 V26 1 0．833 '／53 l 0．867

Y4 l 0．846 V27 1 0．826 V54 1 0．896

'15 l 0．944 V28 l 0．634 '155 1 。．884

V6 l 0。975 V29 l 0。706 ￥57 l e。851

Y7 l 0．918 V30 l 0．679 Y59 l O．895

V8 1 0．969 V3l 1 0．758 V60 1 0．906

Y9 l 0．987 733 l 0．691 V61 1 O．737

V10 l 0．983 V34 l 0。626 V62 l 0。783

Vll l 0．774 V36 l 0．633 V63 l O．8

912 l 0．955 V38 1 0．61 764 1 0．739

V13 l 0．986 '／39 1 0．728 '／66 1 0．664

914 l 0．986 '140 l 0．685 '168 l O．684

V15 l O，852 V42 l 0．896 YT0 l 0。829

V16 1 0．888 V43 l 0．874 V72 1 O．621

V17 l 0．955 V44 l 0．753 V74 1 0．948

V18 l O．728 V45 l 0，69 V76 l 0。964

"v'19 l 0．804 V46 l 0．759 V78 l 0。985

V20 1 0．862 V47 1 0，921 VS0 l 0．846

V21 l 0．839 V48 1 0．702 V82 1 0．73

't22 l O．6l '149 l O。935 V84 l O．6

'123 l 0。77 V50 l 0，856

变量信息提取表

从上表中可以糟出，按特征根超过1选取主成份后，除fv2头长以外，各变量的信

患提取褥都院较竞分，意即各变爨所霞含的僖患在选取主成傍露，都能够缀妊地被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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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成份提墩见表3—8(袋中舍弃特征根及贡献率过低的因子)

袭3—8 圭 或 狳 魏 表

初婚特征值 因予提取

因子 特缸E根 对总变异的贡献％ 累积霸献率％ 特征根 对总变异的贡献％ 累积贡献率％

1 22．343 32．857 32．857 22．343 32．857 32．857

2 14。995 22．052 54+909 14．995 22。052 54．909

3 5．828 8．S7 63．479 5．828 8．57 63．479

4 5．216 7．67 71．15 5．216 7．67 71．15

5 2．716 5．05 76．2 2．716 5．05 76．2

6 2。42 3。073 79。273 2．42 3。073 79．273

7 1。931 2，269 81．542 1．93l 2．269 81．542

8 1．554 2．236 83．778 1．554 2．236 83．778

9 1。292 1．949 85．727 1_292 1．949 85．727

10 l+OS 1．545 87。272 1．OS 1。545 87．272

ll 0．945 1．39 88．662

12 0．861 1．266 89．929

13 0，687 1。011 90．94

14 0。655 0。964 91。903

t5 0。602 0，885 92．789

16 0．527 0．776 93．564

17 0．437 0．642 94．207

18 O．405 0。596 94．803

主 戒 份 舞 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特征报超过l的主成份为10个，按其值从大到小排列，我选取

前5个，这5个主成份解释了所有变量特征的76．2％，非常接近80％，可以说，獭选取5

令主藏份嚣，所获褥豹镶恿，是夔遴移下瑟豹分辑。下嚣静薅露溪麸要一个黧嚣巍凌

了这一结论。从图中可以肴出：从第5个主成份后，特征根都非常的低，舍弃它们并不

会对整个分析造成影响。
碎霜翻

i 5 g 13 17 2l 2S 29 33 37 41瞄帅S3 57 6l 65

Component Number

32

m三≈>c∞讲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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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溉个因子对备变量提取主成份，以明确区分五个因予备代表的人体测量部位。

主成份负荷矩阵见袭3—9(为了便予分析比较，删去了小于0．01的负荷系数)

表3-9 主藏分受芬矩簿表

l 2 3 4 5 l 2 3 4 5

V1 0．871 —0．459 3．7lE—02 V38 0．347 0．388 O．103 0．338

V2 0．40l 一0．295 0．335 739 0．536 0．505 一O．137 0．228

V3 0，877 -0。448 4。07E-02 ￥凄O 0。512 0．448 0．t52 —0，227 一O。118

￥4 0．697 —0。2l 0．455 —0，30l V42 0。475 O．73l —O。2畦 0．155

V5 0．872 —0．341 0．179 —0．177 V43 0．479 0+742 -0．259

v6 O．813 —0．42l 一0．113 0．25 0．227 V44 0．502 0．645 —0．181

V? 0．852 -0．368 0．127 -0．136 v45 O．65 0．318

V8 O，826 -0，512 0．123 V惦 0．627 -0。935

V9 O．829 —0．515 0．159 V47 0．259 0．it6 —0．408 0．743 0，316

"v'lO 0．752 —0．554 0．183 —0．267 V48 0．366 —0．155 0．64 —0．18

V11 O．758 —0．362 -0．191 O．151 V49 0．387 —0．365 0．753 0．28

￥12 0，727 —0，626 O。14l 一8，ll V50 0。287 0。329 一O，15 0。662 "-0．288

￥13 O．761 -0。554 0。179 -0．248 VSl 0。539 0．261 —0。258 0．244 0．394

V14 0．762 一O．55 0．184 -0．249 V52 0．658 0，512 —0．15 0．11 —0．14

V15 0．748 —0．519 V53 0．466 0，729 —0．317 0．124

716 0．?7 —0．525 O．119 V54 O．525 O．607 —0．339 O．133

￥l? 0。85 —0。枣72 V55 0。362 -t7．40t 0，725 0。23

V18 0，242 O．5∞ 0．288 -0．234 V57 0．207 0．229 —0．124 O．722 -0．314

V19 0．219 0．441 0．603 0．14 -0，143 V59 O．519 0．716 —0．109

'／20 -0．127 0．123 0。743 0．425 O．139 V60 0．568 0．661 —0．14

V2l 0．716 0+457 O．218 V6l 0．549 0。68't —O。126 —0．113

￥22 0。7i§ O．118 V62 0，576 0．636 —0。153 -'0，148

723 O．366 0．484 0．609 —0_119 O．13 V63 0．58 0．653 —0．135 -0．135

V24 0．297 0．538 0．657 0．173 V64 0．811 -0．265

V25 O．813 0，397 0．124 V66 0．664 -0．438

擎28 0。305 0。538 0。598 0。106 0。167 碱沿 0，635 -0。381 —0，119

￥27 一O，103 0．785 0。37 O．114 V70 0．368 O．801 -0．214

V28 0．425 0．268 0．199 -0．202 V72 0．404 0．633 —0．13

V29 0．528 0．638 V74 O．75l 一0．59 0．14 —0．122

V30 O．456 0，636 —0．146 776 O．812 -0+528 0。137

￥3l 0，41 -o，24 0，203 -0。689 ￥78 13。826 叼。52l 0．147

"／33 0．657 0．382 2 0．185 VSO 0．519 0．699

V34 0，605 O．191 -0．172 —0．113 782 O．52 0．605

V36 —0．389 O．192 0．342 V84 0．336 0．635 0．191 一O．153

主戒分受芬矮薄一提取5因子

上寝为提取5个因子以后的_荛成份负荷矩阵表，它清楚魄解释了各个变量的变异主

要由哪个因子来解释。

表中可见，第一因子主要解释囊体各个部锭烈建面躲羹纛态度及上半蹇宽度，始

vl一身离、y2一头长、v33腐宽等，我们称之为妖宽因子；第二因子主要躲释身体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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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数假，如v30一颈报围、v53--腰围、v59一上臀围等，我们称之为围度因子；第

三因子主要解释身薛瓣浆些部位距褒糠准释足鹣援两距离，v18一层蘸至标壤释足薮距

离、v19前颁至标准杆尺的距离、v23--臀围前面黛标准杆尺的距离，我们称之为标准

距离因子；第四因子解释与身体下半身有关的某然数值，v47一后腰至半臀、v49一后

羧至髯、v57一溪苇至罄溺，我餐豫之为下荻霆予；第五因予勰骣与赛{搴土拳身蠢关豹

某些测量假，V31-侧面腋下至腰的斜长、v46一背长，我们称之为上肢因予。

因为绘制原型需要上半身的数掇，故此步骤厝，先行舍去第四因子的所有测量值。

以筒纯数据。

土覆夔主减努嚣涛褒逡浚甓了各令嚣予(主藏努)舞台魏交繁。

3．2．4相美分析

餐量嚣令或多令交爨闺是否摆关，麸及圭穗荚关系透一步髟袋鋈羟方稷，放嚣垂

特定的参考部位数值推算出其它部佼的相应值，为原型绘制打好基础。

相关关系有如下六种：①强正棚荚关系：ePx增加，y必然增加，x是影响Y的主要

透素：②弱蓬相关关系：x增热，y也增热，毽不明鼹，说羁X羹是影响y的嚣索，但不

是唯一影嗣的因素；@强受相关关系：释强正相关关系正好捐及；④弱受栩关关系：

和弱正相必关系正好相反；⑤非线性荚系：x和y之间虽没有通常所说的线性相关关系，

惶仍存在某种相关关系，x仍影响蕾y；⑥不相关关系：x和y不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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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距离分析

所测量项目涉及85个，虽然通过上一步分析，舍弃了和下肢有关的因子，但仍有

个测量项目。如果不加选择地对它们进行一一配对分析，工作量太大，也不现实，故

第一步我们采取距离distance分析法，将因子分析中，每一类选取的主成份之间进行

距离分析，可以直观地看出它们之间的距离，距离很近的一定相关，距离稍近的可能

相关，再进行下一步分析：距离很远的则绝对不相关，这样分析之后，就对哪些项目

之间有可能相关有了大致的印象。

首先进行第一因子的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第一因子衡量了人体不同部位距

离地面的垂直高度以及相应的上肢和下肢长度，舍弃其中与下肢有关的测量值，进行

距离分析。

具体结果见下表3-10(由于v46在第一和第五因子中负荷系数相近，故表中增加了v46)

表3-10 第一因子各变量距离表

V1 V3 V4 '／5 V6 '／15 '／16 V17 933 v34 v38 v39 v40 v45 v46 v64 v66 v68

V1 0 289 1202 775 1198 455 553 350 1437 1724 1442 1673 1560 1498 1447 1032 1253 1532

V3 289 0 914 487 909 168 265 62．7 1148 1436 1154 1384 1272 1210 1158 743 964 1244

r4 1202 914 0 427 23．8 749 650 853 235 522 242 471 359 297 245 173 58．g 331

F5 775 487 427 0 423 322 224 426 662 949 667 898 785 723 671 257 478 757

r6 1198 909 23．8 423 0 744 645 848 240 526 247 475 363 302 250 168 58．9 335

V15 455 168 749322 744 0 103 107 983 1270 988 1219 1106 1045 993 579 799 1078

V16 553 265 650224 645 103 0 204 884 117l 890 1120 1008 946 894 480 700 980

V17 350 62．7 853426 848 107 204 0 1087 1374 1092 1323 1210 1149 1097 682 903 1183

V33 1437 1148 235662 240 983 884 1087 0 288 29．3 237 126 66．1 26．4 406 186 98．4

734 1724 1436 522 949 526 1270 1171 1374 288 0 284 52．7 166 228 278 693 472 192

v'38 1442 1154 242 667 247 988 890 1092 29．3 284 0 233 123 70．9 38．8 412 194 98．6

F39 1673 1384 471 898 475 1219 1120 1323 237 52．7 233 0 115 177 227 642 421 142

V40 1560 1272 359 785 363 1106 1008 1210 126 166 123 115 0 69．8 116 529 309 37．4

V45 1498 1210 297 723 302 1045 946 1149 66．1 228 70．9 177 69．8 0 60．3 467 248 46．5

946 1447 1158 24567l 250 993 894 1097 26．4 278 38．8 227 116 60．3 O 416 196 88．6

r64 1032 743 173257 168 579 480 682 406 693 412 642 529 467 416 0 22l 501

V66 1253 964 58．g 478 58．9 799 700 903 186 472 194 42l 309 248 196 221 0 286

V68 1532 1244 331 757 335 1078 980 1183 98．4 192 98．6 142 37．4 46．5 88．6 50l 280 0

第一因子各变量距离表

从上表中可见，vl(身高)v3(颈椎高)之间的距离仅为289，v4(颈椎至臀)v6

(腰至膝)之间为23．8，vl(身高)v17(前颈点高)之间为350，这些都说明，这两

两测量值之间不仅相关，而且是直线相关和一元回归关系；距离稍近的，如v3(颈椎

高)v5(颈椎至膝)为487，它们之间相关与否，以及相关系数则有待于下一步的研究；

而距离很大的，如vl(身高)v39(B．P间距)为1673，表明它们之间不相关，也就是

说，不能由一定的公式，由身高值推算出B．P点之间的距离。

从距离表中提取距离较短的测量值，进行相关系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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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棚关系数

以第一因子中各变量为例，列出两两稽关系数表3．1l：(表中禽弃了相关系数小于O．5
的值)

袭3一11第一豳子各变量相燕系数表

VI V3 V4 V5 V6 V15 V16 V17 V33 V34 V38 V39 ￥蛹 V45 V46 V64 V66 V68

V1 l 0．99 0．68 0．95 0．88 O．89 O．9l 0，98 O．55 0．8 0．74 O．69

V3 O．99 l O．7 0．96 O．87 O．89 O．92 0．98 0．7 O．8 0．74 0．68

V4 0．68 0．7 l 0．87 0．62 0．6 0．6 0．63 O．74 0．52

V5 O。95 0．96 0，87 l O。84 O。85 O，87 O．92 0．51 O．69 O，75 O．67 O．6l

V6 0，88 0，87 0．62 0，84 l 0．83 0．89 0．87 0。7S 0．72 0．69

V15 O．89 0．89 O．6 0．85 0。83 1 0．86 0．9l D．64 O．6 O．57

V16 0．91 O．92 O．6 0．87 0．89 0．86 1 0．92 0．71 0．67 0．6

V17 O．98 0．98 0．63 0．92 0．87 O．91 0．92 1 O．51 0．76 O．71 O．65

733 l 0．79 0．稍 0．72 0。67

V34 O．5l 0．79 l 0．弱 0．55

V38 0．68 O．55 1 O．55 0．79

V39 0．72 0．55 0．55 1 0．52

V40 O．38 l

潍5 0．87 0。79 0。52 l

P46 0．55 0．7 0．74 O．69 O．51 1

V64 0．8 0．8 0．52 O．75 0．76 0．64 0．71 0．76 1 0．95 0．77

V66 0。74 0．74 0．67 O．72 0．6 0．67 O．7l 0．95 l O。78

￥鹤 0。鹊 O。S8 0，6l 0+秘 O。57 0，S 0．65 O。77 0。?8 l

第一因子备变量相关系数袭

表3-12肩宽v33、胸阐v42、胸宽v38、背宽v45，旧荧系数表

V33 V38 ￥42 V45

V33 l O．68 0．64 O．67

V38 O．68 1 0．62 0．79

V42 O．64 0．62 1 0．64

V45 O．87 0．79 0．64 l

首先进行vl身高和W能与其相燕的测量值之间的相关分析。以v1身高和v3颈椎高

为例：(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故分布捻验略。残藏分析，即P—P去势图，前懿已给出，

琵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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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和颈椎高相关分析

．000

人数 157 157

颈椎相关系数 ．988．, I

向 P值 ．000 ．

人数 157 157

”．在0．Ol的水平下二者显著相关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v1和v3相关系数达0．988，这说明它们之间绝对相关，相应的

散点图也说明了这一点，散点图中，以身高vl为横坐标，颈椎高v3为纵坐标，图形几

乎呈相线上升趋势，这表明二者不仅显著相关，而且是一元线性相关。

相应地，V1和v15相关系数为0．893，vl和v16相关系数为0．914，vl和v17相关系数

为0．976。

其它与身高v1相关系数高的测量部位有(不包括下肢测量部位)：v3、v4、v5、

v6、v15、v16、v17、v46、V64和v68。

结论：v卜v3一v4一v5一v6一v15一v16-v17一v46一v64一v68显著相关。

v33一V38一V45相关

v42一v38一v45相关

利用第一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其它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第二因子各变量相关系数见表3—13(删去相关系数小于0．5的系数)

表3—13 第二因子相关系数表

V30 V42 V44 V53 V59 V60 V70 V72

V30 l 0．526 0．537 0．618

V42 1 0．829 0．835 0．811 O．661 0．799

V44 0．526 0．829 l 0．785 0．767 0．722 0．689

V53 0．835 0．785 l 0．868 0．736 0．786

V59 0．537 O．81l 0．767 0．868 l 0．847 O．791

V60 O．618 0．661 0．722 0．736 0．847 1 0．746

V70 0．799 0．689 0．786 0．791 0．746 l

V72 1

第二因子相关系数表

结论：v42一v44一v53一v59一v60一vTO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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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因子各变量相关系数见表3一13(删去相关系数小于0．5的系数)

表3—14 第三因子各变量相关系数表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V27

V18 1 O．91l 0．716 0．662

V19 O．911 l 0．637 0．552 O．617 0．594 0．547

V20 0．716 0．637 1 0．706 0．936 0．645

V2l 0．706 1 0．603 0．786 0．539 0．847

V22 0．603 l 0．652 0．505 0．548 0．75

V23 0．552 0．652 1 0．685 0．811

V24 O．617 0．685 1 0．534 0．783

V25 0．662 0．594 0．936 0．786 0．505 0．534 l 0．721

V26 0．547 0．539 0．548 O．811 0．783 0．473 l 0．519

V27 0．645 0．847 O．75 0．721 0．519 1

第三因子各变量相关系数表

结论：v18一v19一v20一v21一v22一v23一v24一v25一v26一v27显著相关。

第五因子各变量相关系数表如下(只涉及两个变量)：

C0rrelatia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O．Ol level

结论：V46-V31相关系数为0．794，它们之间显著相关。

各因子相关分析结束后，我发现，v36肩斜度与其它各测量值均不相关，也就是说，

肩斜度不能由其它部位推算出来，即肩斜度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因其它测量值的变化

而发生显著变化。肩斜角度和胸围的相关系数仅为0．015，说明这两个变量不相关，也

说明了在制图中，由净胸围或加放后的胸围值推算肩斜角度是不正确的。V72腕围也与

肩斜相似，与其它测量值不相关。这也说明了通常制图时将袖口大小按一定规律，在

某一个范围之内取定值是正确的，没有必要再对腕围进行推算，得出精确的数值。

值得注意的是，颈根围与胸围的相关系数仅为0．416，属于相关性不大的两个变量，

这也说明了，在制图中，以胸围推算颈围，进一步推算横开领，直开领深的方式，是

不够精确的。这也说明仅在合体紧身类的衣服当中，胸围和成品颈围存在一定的相关，

而对于稍宽松或宽松类的服装，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将随着胸围加放量的增大而趋于

减小直至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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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还发现，胸宽、背宽值与肩宽的相关系数要稍大于和胸围的相关系数，这

提示，除了可以按胸围的值推算胸宽和背宽的值，也可以由肩宽的值推算出前宽和背

宽的值，而后者有可能更科学而且可行，这主要因为下面几个因素：

1．胸围值涉及胸高点一周的数值，不仅有身体前、后面的横向值，而且有身体侧面的

厚度值，且女性胸围分为ABCDEF等型(bra的分类)，胸围值相近的，譬如一个瘦小而

胸丰满的女性，和一个骨架较大而胸平的女性，二者的胸宽和背宽值有很大的分别，

如果此时用胸围值来推算胸宽和背宽值，显然不科学。

2．肩宽和胸宽、背宽处于基本平行的面上，都只涉及一个面的测量值，尤其肩宽和胸

宽更几乎在同一水平面上，肩宽的加大，显然会引起胸宽和背宽值的加大，否则身体

的基本形状就失去了均衡。

所以，在本次研究中，绘制原型时，将肩宽、胸宽和背宽三者编成一组相关值，

以肩宽为基准，胸宽、背宽和它形成回归方程。

3．2．5回归分析

利用回归分析，以控制部位数值为自变量，其它与这些部位相关的为因变量，形

成回归方程式，并检验回归的显著性和方程式的有效性。

1．例如以身高v1为自变量，颈椎高v3为因变量，进行长度方面的回归方程分析，分析

结果如下：

coefficientsa

a-Dependent Variable：V3

回归方程为：V3=0．906vl一9．654

相应的，与身高vl(长度)相关紧密的测量值，均可以和身高形成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V5：0．573V1+2．135

V6=0．374V1一1．885

v15=0．855vl一15．706

v16：0．776V1-1 1．231

v17=0．890vl一12．260

v64：0．389v1+9．818

V66：0．323V1+1．53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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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背长v46相关系数较大的部位有v3(颈椎高)、v4(颈椎至臀高点)、v5(颈椎至

膝)和v31(腋下至腰)。将这些部位与背长形成回归方程式如下：

V3=1．579v46+76．085

V4=O．946v46+21．085

V5=1．236v46+50．128

V31=0．910v46-14．20

2．再进行围度方面的回归方程分析：与胸围相关的测量部位，以及相关系数如下：

0 V44下胸围 V53腰围 V59 V60臀围 Y70上臂围

0 V42胸围 ．829“}) ．829(}}) ．813(}}) ．761(幸十) ．799件十)

V44=0．643v42+17．929

V53=0．626v42+13．534

V59=0．701v42+18．113

V60=0．506v42+53．393

V70=O．240v42+3．521

3．v33肩宽、v38胸宽和v45背宽的回归方程

v38=0．857v33+0．072

v45=0．891v33+0．316



4原型类绘制

4．1原型的构成形态

4原型类绘制

女装原型按立体构成的形态来分可以有下列三种：

1．箱型原型：将衣片与人体之间所形成的余量用省道消除，形成箱型的立体状态。即将

前浮余量用胸省的方法消除，后浮余量用背省的方法消除。箱型原型在人台上的立体

表现为：在胸围线、腰围线、前中心线对齐的情况下，BL以上有明显的余量，即服装

的前部浮余量，人体胸部的隆起导致此浮余量的产生，胸部隆起越明显，此浮余量就

越大，此浮余量用胸省的方法消除，即为箱型原型的前片：在胸围线、背宽横线、腰

围线、后中线对齐的情况下，肩线位置有少量的余量，此浮余量的产生和肩胛骨的隆

起有关，将此浮余放在肩部即为箱型原型的后片。我国的东华原型就属于这种原型。

2．梯形原型：将衣片与人体之间所形成的余量下移至底边消除，形成梯形的立体状态。

即将前浮余量用下放的方法来消除，后浮余量用背省的方法消除。梯形原型在人台上

的表现为：在前中线、腰围线、胸围线对齐的情况下，把产生的浮余量转移到胸围线以

下位置，将浮余量下放即得到梯形原型的前片，此时胸围线、腰围线己离开水平位置，

后片与箱形原型相同。日本的文化式原型及登丽美式原型都属于这种原型。

3．从箱型原型中派生出的收取腰省的腰部合体的原型，它是在箱型原型的基础上再收

腰省形成整体与人体贴合的状态。英式女装原型就是采用这种形式，因其前后浮余量

都用省道的方法消除，从本质上看，其仍属于箱型原型。。“”

本次研究所形成的原型基本属于梯式原型，但采用了箱形原型之中合理的成份。

4．2原型省道形式

省道的设计并不只是工艺的内容，它既是服装结构设计的重要内容又是服装款式

设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样来理解省道的内容，那么省道设计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由于省道的设计不仅要考虑人体尺寸的需求，也要考虑服装的美学问题，正是因

为美学因素的内容，所以说省道设计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知道省道的位置和尺寸设

计的大小不仅关系到服装的外型是否美观，他还直接影响着穿着者的舒适程度和活动

程度，所以说省道设计又是服装结构设计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

在设置原型省道形式时，既要符合人体相应的曲折起伏，也要兼顾形式的美观以

及制图的简捷方便。对女性而言，由于特殊的生理构造，省道的设置必须围绕胸高点

和肩胛点来进行。同时，还要兼顾其它的因素，如女性腰后的凹陷量明显大于男性，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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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就要求在省邋设置辩，在送一部分要农舅往寄翳显静区分。

同样，不同类别的原型省道设蕊形式也不一样，如连衣裙原型，由于加放量小，

在设置省道时就必须鬻考虑倩胛的起伏，而对予松身类原型，其穿着后并不紧贴身体

檩踺于魏部的起伏，璃脬的突起可以忽路不计，也就是说，薅建不照设置嚣道。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人体的凸出部位及省道的必要位澄。

殳土

k 戚
矿 q

一 一
缓 豹

女性A体的热鸡裁能凝赣缝的必爨位置

裁省遵设计嚣言，女装设计楣对于男装来说省道多并且雀道变化复杂，较多卷道

的结构设计效果符合女装的审美，实际上这也怒符合了女子体型的曲线特征。常见的

女装上表省j{童形式为黻B．P点灸中心系确省道静设计。要正镱掌握该系确省遂静设诗

规律就需要设计师熟知女子的体型特征。乳房是女性体型的主要特征标记之一，女性

乳房对服装设计有很大的影响，是进行女装设计的重簧依据。特别难在进行女装结构

设诗肄一定要考虑这～造型特征对维构交他瘊起妁决定性作用。女装上农绐橡线的变

化，特别是省道的位澄、省道数据大小等都与女性乳房造型有着直接的关系。

{|莠潋，省遴鹃竣澄器要满是久俸豹稳应部位瓣莛饫，氇甏兼黩荧溪及变茬薅澎戆

特殊造型。。“⋯

单从理论上讲，稻应部使的省道的设置越多，每个省量越小，缝合后的原鼙也就

越接近真实的人体，瞧实琢操作上，裁原型页意，因其适应范爨的扩展，要求尽可能

地由一个原型变化出不同的服装，故不可能对原型省懑进行过多的细分，而是要求原

蘩瓣省遂数量尽霹§§拣少，穗瘟壤，每个省豹褰囊藏熬子增大。瑟以，在女牲关键都

位上的销道设鼹形式及省量的大小就变得相当重疆。⋯

当然，在进行原黧的细分后，省道酌设置以及每个省量的大小虢可蔽依原鍪类墅

熬不同恧毒所区别，遮使褥省道的设置方式变褥楣对地简单，只需要考虑禁一类服装

即可。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原型细分中将提到。在这里，我们只是依照圈中人体阴

影帮分，进行雀遭形蔑豹稳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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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原型参数设定及评价

为绘制原型，必须考虑如下两个蘸要因素：1．原型放松量的确定；2．参照部位的设

定。

4．3。{放松爨的确定及浮徐

放松爨由以下两个主要因素决定：

1．天瓣生理粪蓦要：如殍吸。跨瑷雩|起魏豳熬变纯，舔型应渍足最大磐吸量豹嚣安，这

是原型放松麓中最基本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2．人的日常逡动需要；如上肢的运动。上衣原型不需要满足人的最大幅度的落动，而

只需满足日常豹运动霈饕即可。

4．3．1．1呼吸量的确定

设呼吸掇为AB，MaxB为最大呼吸慧时胸围值，B为静态时胸翻值，即三缳人体测

量仅酝溺褥豹数值。那么骞：

△B=MaxB—B

由于人体体格的差舜，每个人的肺活量也不相同。那么，呼吸量与胸围之间是否

存在一定豹关系?是否为一元线毪关系?下瑟我翻避嚣定量分掇(露暖量测羹蕊簿台

正态分布，此处的检验略。)。

下表中为本次测量胸围静态值与最大呼吸量值(表中小数点取值为两位)

表扣l毒每女子最大蜉吸爨一览表

胸围 呼吸煮 腮匿 呼啜鲞 胸围 睁暇璧 璃盈 呼喊量 胸围 呼吸量 腌垂 呼吸量

92．4 4．28 78．8 3．24 88 3．94 76．6 3．07 76．2 3．05 88 3．95

73 2．80 93．6 4．37 94．2 4．41 82．4 3．52 92．5 4．28 94．2 4．42

97．4 4．66 86．9 3．86 77 3．10 82．4 3．53 79．2 3．27 77 3．10

79．6 3。∞ 87，3 3。89 85。l 3。?3 87．8 3。93 8l。5 3．45 85+l 3。72

77．7 3+16 73，6 2。8唾 85．5 3。75 8l。7 3．《6 87．6 3。92 85。5 3、75

85．5 3．75 96．6 4．60 75．6 3．00 80．4 3．36 92 5 4．28 81．7 3．46

83 3．56 76．2 3．05 82 3．昭 76．5 3，07 75．8 3．02 84，1 3．64

82．7 3．55 92．5 4，28 84．9 3．70 80．8 3．39 94．9 4+47 82．3 3．5l

93，6 4．37 79．2 3．27 87．7 3。92 78，9 3．25 87。6 3，92 85．5 3．75

87。2 3．88 80 3。33 77．i 3．i2 {3．8 2+86 90。4 4。12 7§。8 3．32

83．9 3．63 81．5 3．唾5 84．9 3．72 87．2 3．88 90．1 4．10 75．3 2．97

91．1 4．18 92．5 4．28 88 3．95 83．9 3．63 80．3 3．35 86．9 3．86

84．2 3．65 75．8 3．02 93．6 4．37 91，1 4．18 96．8 4，62 79．3 3．28

82，9 3，55 82。l 3。49 89．9 4．09 84．2 3．66 85．5 3。75 85，5 3．75

92 4，25 90．4 4。13 8l，8 3．46 82．9 3．辐 88。S 3．99 9e。2 《．1l

86．5 3．83 76．9 3． 10 88．9 4．01 92 4．25 10I．7 4．98 75．8 3．00

94 4．40 80．9 3．40 91．2 4．18 83．3 3．58 84 3．64 82 3．48

88 3．9 85 3．72 94．8 4．46 86 5 3．83 76．9 3．09 84．9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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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4．37 78．8 3+24 79。8 3。32 94 4。40 82，l 3．49 7e。8 3。羽

89．9 4．09 77．9 3．17 80 3．33 79．2 3．27 90．4 4．12 87．7 3．92

81．5 3．45 88．9 4．01 87．3 3、89 93．6 4．37 76．9 3．09 77．1 3．1l

83．5 3．∞ 91．2 4．18 73．6 2．85 86．9 3．86 80．§ 3．《0 84。9 3．70

81．8 3．46 94．8 4．46 96．6 4．60 85 3．72 77．9 3．17 83．4 3．59

81．8 3．49 83+9 3。83 79，8 3．32 78。8 3．24 88，6 3。99 78．5 3。22

81．5 3．45 86．5 3．75 83．9 3．63 87．7 3．92 86．9 3．86 87．6 3．9l

84．2 3．65 86．5 3．83 86．5 3．83 82．9 3，56 88．6 3．99 87．5 3．99

由上表中可直观褥出，大部分青年女子的呼吸量范围为3．5-4cm

由下嚣豹教点图搿壹鼹餐出，蟹查鲤!博一蔓蜒熊骜謦誉焦!一量竖墨墼盛=垂；蛰
线相关差系：
‘～_7’

蔼
蔼
呻

∞ ∞ ∞ l∞ nO

脚豳

胸围值与呼吸璧相关分析见下表：

CaemeleⅡt一

模型 系数B 标准误 系数Beta t值P德

a，Dependcat Variable：呼吸量

由数据分析可得出胸围值B与呼吸墩AB的回归方程式：

呼吸量AB=O．07628—2．76

如：一个胸围为84豹女性，其最大孵吸量为O．0762X84～2．76=3。65cm

4，3。{。2基本运动量的确定

夫体基本运动量楚影骢原型放枣公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翦题提到过，暇型的放松

量只需满足人的日常活动即可。日常活动又分为相对静态和相对动态。静态时对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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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最大的为单腿支撑重心的偏立姿势，这样的形态，肩点和臀点分别朝不同的方向

对衣服进行牵引，从而在衣服上形成“之”字形皱纹。这时需要考虑的放松量因素有：

肩斜角度的合适、胸围、腰围以及臀围的放松量。动态时最主要的为上肢的运动，满

足上肢前上举500时即可，多余的量可由人体皮肤自然滑移来满足。实验证明，当上肢

前方上举，且双手合拢时，产生最大的背部扩张，那么原型除在胸围中设置一定的放

松量，还必须在腋下、背宽等处设置一定的加放量。相反，当扩胸时，就必须在原型

的胸宽处设置一定的加放量，以满足这个动作的需要。

上肢的活动主要引起胸宽和背宽的变化。胸宽的变化为扩胸运动引起，背宽的变

化为上肢向前向上运动引起，上肢的主要运动方向为向上向前，故背宽的变化要大于

胸宽，加放量也要大于胸宽。依据合体性高的纸样分析经验值和人体构造，沿胸围一

周的放松量约为：

胸宽：30％背宽：40％ 手臂根宽：30％41

即：如胸围加放loom，则半身制图时加放量为5cm，按上述比例算出，胸宽1．5cm，

背宽2cm，手臂根宽1．5cm。

从胸锁关节的结构来看，背部容易扩张，运动区域又位于前方。当上肢向前运动

时，随着背宽的扩张，袖窿宽度也朝前变化，也就是说，背部宽度的变化方向，与袖

窿的变化方向一致，故在原型处理上，将背宽和手臂根宽的放松量放在一起考虑，也

即放松量的分配方式为：前：后=3：7，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利于上肢向前方顺利上举。

所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设置加放量(宽松度)，以满足人体的需要：

1．胸围：沿胸围一周设置一定尺寸的加放量。

2．背宽：加大背宽值，满足上肢向前运动的需要。

3．胸宽：加大胸宽值，满足扩胸运动的需要。

4．腋下：适当降低胸围线，缓和上肢上举时对衣服的牵引。

其中，胸围线的确定，也就是腋下空间的确定，由两个方面影响着：1)为造型美

观起见，使袖子从远离衣身的状态，到靠近衣身，这个过程需要降低胸围线，收去腋

下的多余量；2)为避免上肢上举时对衣身下摆的过份牵引，使手臂能自由上举，必须

尽可能使衣身的腋下部分形状与人体的腋下吻合，这需要抬高胸围线。上面两个因素

的平衡和相互制约，便形成最终的胸围线位置。

既然上衣原型的放松量主要为满足呼吸和上肢的运动，那么，测出最大呼吸时的

胸围值，减去常态时胸围值，便求得人体介于常态和最大呼吸量之问胸围的差值。前

面提到过，原型必须满足这个量。背宽和变化值，则以上肢上举500左右，且双后合拢

时的背宽值，减去常态时背宽值，便求得介于常态和日常最大运动量之间的背宽差值，

背宽的加放量应尽量满足这个值。胸宽值的变化，则以扩胸时的胸宽值减去常态时胸

宽值，以求得介于常态时和上肢向后运动时的胸宽差值，胸宽的加放量应尽量满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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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量。

以上必须考虑的加放量不是累加的，而是比较呼吸最大量和胸宽背宽加放量之和，

以二者中最大的那个加放量为准。

其它上肢上举动作，如向上拉公交车拉杆等，除以上述加放量满足外，其余的依

靠皮肤的自然滑移来使人体达到尽可能的舒适状态，原型不可能满足最大运动量，因

为那将使服装产生变形和多余的量，而无法在日常穿着。

上肢以向前向上为主要运动方向，背宽的加放量在胸围一周的加放值中间所占的

比例，势必要大于胸宽。而且，在满足人体的上肢运动方面，背宽和胸宽和加放并不

是孤立来考虑的，它们的加放是和袖宽一起考虑的。它们之间的比例也应兼顾衣身的

平衡。

4．3．1．3原型放松度数学评价

如上所述，上肢的运动引起的胸宽、背宽的变化，为满足这一运动所设置的加放

量要大于呼吸量的值，所以，对于紧身、贴体或无袖的服装，原型中我们可以仅考虑

呼吸量值，而对于较合体的服装，则以上肢运动量为主要考量对象，宽松的衣服，由

于加放量足够大，不在此讨论范围。

有关服装合体性的讨论已很多，因种种原因，如个人感受、流行趋势以及地区差

异等，这种描述仍处于一个模糊的感觉阶段。而作为服装与人之间的载体，一个原型

究竟如何定义它的放松量，即如何描述紧身、合体或宽松等，我们不妨用数学模式来

探究一下。

首先我将人体简化为一个椭圆形(如下图)：

对于女性，上身原型的支撑点有三个：胸部，肩部和肩胛，所以纵轴a的变化多由

呼吸量引起，而横轴b不同，上肢位于躯干两侧，它们的运动引起胸宽和背宽的变化，

进而引起服装胸围值的加大。所以，上半身的运动方向主要为b轴。

图中阴影部分为放松量，设为X，原型的胸围设为B，人体净胸围设为旷，则有下

列公式：B=B、x， b的改变引起X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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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周长L的计算公式为：

三一唧+萼+奇嘉⋯， 扣急
假设人体纵横轴长度相近，则周长的计算公式可简化为：

上；耐nb
A是指：对于任意x∈王J，都指定了一个数．A(x)eb，q，叫做X对A的隶属程度。映

射：

∥U一[O，1J

x一且4(x)pq做A的隶属函数。

上述定义表明，一个模糊集A完全由其隶属函数uA来刻画。刖(x)的值接近于l，
表示：x隶属于A的程度很高； 脚(x)的值接近于0，表示X隶属于A的程度很低。

所以，当X增大时，L将线性增大。由人体理论知道X的最小值是4，即这时服装最

贴体，用数值表示就是l：而当x=20时，服装属于宽松类，用数值表示就是0。将这两

组数带人公式y=kx+m，可得k一1／16，m=5／4，所以可建立原型合体性理论函数HA(x)

为：

№o)=一寺+毒。≥4)
因此得到原型中不同放松量对应的合体度u．(x)的理论值，见4—2表

表4—2不同放松度对应的合体度u．(x)理论值

放松量 ¨一(X) 放松量1．t n(X) 放松量 u“(X)

4 1 10 0．625 16 0．25

6 0．875 12 0．5 18 0．125

8 0．75 14 0．375 20 0

如果我们定义贴体到宽松的隶属度范围，则当X=4，服装属于紧身或贴体类型：

x=lO，服装属于较贴体类型；X=12，服装既不贴体也不宽松；因此对于服装的合体性

描述就有了定量的概念与评价指标。。”

表4-3不同服装类型合体度范围

服装类型 u^(X)

紧身或贴体 0．67-1

较贴体 0．50一O．67

较宽松 0．33—0．50

宽松 0—0．33

4．3．2参考部位设定

原型是以两个或多个部位数值作为参考，其余部位通过与参考部位形成相应的回

归方程式，从而求得数值，进行绘制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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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备原型参考郝像不一，最简肇的如文化式原型，只有胸围和背长；复杂的

瓣登嚣美缀黧，多这11个。考虑裂取簸瓣全垂往黻歉藤壅豹实臻经，率次嚣蘩绘秘，

以四个部位为参考：胸围、背长、颈围和肩宽。前两个参考部位，在前人的研究中已

有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增加颈围和肩宽作为参考部位的原因如下：

1．颈围：羧攥3。2，4稳哭分援一麓孛，我铜褥知；联疆与魏围豹鞠关系数莰麓O。426，

属于相关性不大的两个交黛，而且不同的人，其颈隧差值并不象胸隧那样明聂。这从

两个方面说明了，在绘制原型时，应将颈围单独考虑，以实际颈阿大小推算相成的横

囊开领。

当然，在台俸紧身类瓣农驻当中，灏围帮颈裰添存在一定静稳关，两对予耩宽裣

或宽松类的服装，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将随着胸围加放量的增大而趋于减小直黧不相

芙。

2．薅宽：麸3。2．4。2款分辑孛，我爨汪经絮遂，瓣爨、骛宽这溪令绘裁孤鍪豹耋要

部位与肩宽的相关系数要大子和胸围的相关系数；同样的，从数据相关分析中我们已

经得知，肩斜角度不和其像任何因素相关，它具有稳定性；相应地，当人体着装以后，

囊予重力的搜翅帮人体支撵力的搜曩，人体瘸磅始终与服装紧紧攘黠。只要不瓣离原

溅基本形态，部不会改交这种穿着特征。基于隘上两个因素静考虑，我们把扇部单独

列出来进行讨论，并把它作为一个参考部位，胸宽和背宽与之形成～元回归关系。

4。4。原鳖羧制部位数德

青年女性控制部位平均值、中位数以及计算值(即通过相关方程计算的得数)

褒4-4毒霉女子控测部绽中闽薅(表审数字秀cm)

身离l颈椎高I全臂长l麟商l胸围l颈围l总肩宽I腰围|臀围

均值 l 160．36 I 135．77 I 53．38 I 90．69 l 84．58 l 35．29 I 38．69 I 66．5 I 89．36

中位数l 160．9|136．1|53．2 l 99．6|84。2|35。5

采用数l 160 l 136

注：所有采用数均为三个数值相对比结果：均值、中位数、由回归方程式计算得数

上表中的所有数值均为直接采用中间体数值，或者由相应部锨中间体数值通过简

罄翁数学运舞{嚣褥。

4．5青年女子原型绘制

不论是文化式原型，还是其它原墅也好，舀前院较通用的使瘸方式仍然凳绘制出

相应号型的原型样板，然厝再根据服装效果图进行变化，最终达到设计效果。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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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其实要经过两个步骤：

1．款式的变化：根据款式效果图，在原型的适当部位进行造型变化，如分割、省道变

化等。

2．尺寸的变化：根据款式效果图，在原型的适当部位进行尺寸调整，如加放、缩小、

抬高或降低等。

对于简单的的服装，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但对于一些款式复杂或尺寸变化过大

的服装，在应用起来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因为在原型的变化过程中，胸围的增减，

胸宽、背宽的增减、胸线的升降都会引起服装的关键部位——袖窿弧线的变化，而袖

窿弧线的变化不象直线那样容易处理，所以在款式和尺寸的双重变化下，容易出错不

说，款式更常常无法达到预定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原型这一科学的制板工具在使用

及推广上的最大障碍。

所以，在本次研究里，我从一开始就对原型进行分类。

理想的原型应具备如下四个条件：①测量部位少：②作图过程容易；③适体覆盖

率高；④适合款式发展变化。总结起来无外乎两个原则：适用、实用。

如果可以把服装进行相应的分类。如西服，大衣，夹克等，那么原型也应当进行

分类，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在使用上，力求使用尽可能少的步骤、进行尽可能少的尺

寸变化就达到预期效果。

从国外的原型款式来看，不论如何分类，都可归为两大类型：分体式和连体式。

分体式原型以腰节线为界，将人体分为上半身和下半身；而连体式为上下半身相连，

衣长一般到膝盖附近，然后再以这两种原型再变化出各式服装。而在实际应用中，衣

长只到腰节线附近的比较少，所以在变化时仅衣长一项就不能单纯只增加长度，而必

须将臀围列为必须因素。连体式有直身也有收省的，在变化成服装时，仅以女装中最

常见的连衣裙类为例，由于下摆的尺寸及造型的差异，如果用连体式原型进行变化，

不仅变化幅度大，而且对于摆比较大、造型比较复杂的裙而言，下摆线条的互相交叠

也不易辨认。所以，在本课题所形成的原型中，合体类套装原型长度为臀围附近，而

连衣裙类原型长度仅至腰线。”1

1．以胸围加放lOcm的原型为基础原型，我将它命名为上装原型，为它配以两片袖和一

片袖两种袖型。

另外，增加以下原型类：

2．合体类套装原型：胸围加放量为lOcm。长度延至臀下，在前片设置肩省。它的适用

范围为合体类春秋外衣。

3．无省原型：胸围加放量为8cm，加放量接近于套装原型，由于省量分散转入原型的各

个部位，所以造型上为无省道的直身形状。它的适用范围为衬衣及直身型春秋罩衫等。

尤其对于薄料服装时，利用省缝的分散和身体的自然凹凸，使服装达到合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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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松身原型：胸围加放量增2口N18cm，它的适用范围为夹克类服装和大衣类服装，以

及各式直身罩衫等。

5．裙装原型：它的胸围加放量仅为4cm，它的适用范围为夏季连衣裙和旗袍，以及紧身

衬衣等款式。

与其它的原型不同，我的原型绘制以四个部位为基准：胸围、背长、肩宽和颈围，

其余部位通过与这四个部位的回归关系，计算出相应的数值。关于为何取这四个部位

进行绘制，在前面数据分析一章已经讲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4．5．1上装原型

上装原型是所有原型的基础，它包含了原型中所有的合体因素及人体特征。在第

三章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制订了一系列原型绘制的经验算式。其基本原理为：

围度：以净体胸围为基准。

纵向：以净体背长为基准。如：胸围线=4／6背长一3cm

胸宽和背宽：以净体肩宽为基准。如：胸宽=5／6s+3、背宽=5／6s+4

前后横开领：以净体颈围为基准。

其中有一些本论文独有的绘制方法，如胸宽背宽和肩宽的回归以及袖窿深的确定

等等，这些都将在以下的原型绘制过程中进行详细描述。

原型参考部位：净体胸围：B 净体肩宽：s 净体背长净体颈围：N

首先画出原型长宽比例的框架：

1．后中线。

2．第七颈椎所在水平线。

3．取背长+1=39cm，从第七颈椎向下，画腰线。

4．以1／2B+5cm，从后中线向前，画出前中线

5．从2．线向上，以2．5cm(定寸)画出后上平线。

6．从2．线向上抬lcm，画前上平线。

这个lcm经验值通过以下方式计算得到：

假设：胸高值一腰高值+侧颈点至胸高点的距离=x

将背长值设为Y，y-X=A，A值为前颈点所在水平线至第七颈椎所在水平线的垂直

距离，这个值绝大多数在0．7-1．2的范围内，其平均值为0．93cm，故制图时取整数为lcm，

即前上平线在后颈椎线的基础上上抬lcm。

7．以4／6背长一3cm，从2．线向下量，定胸围线。

从前面的回归分析得到：v31(腰线至腋下的距离，即侧躯干长)和v46(背长)存

在如下回归关系：V31=O．910v46—14．20

这样算下来，从腰围线上量，160／84A为20．39cm，此位置为腋下位置，文化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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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究曾提到过，在此线基础上，取经验值5—6am下降做胸围线适合度研究试验，根据

以往的工作经验及本原型的适用范围，我取5cm，这样，从第七颈椎往下量，则有胸围

线位置经验算式：

胸围线=4／6背长一3cm

8．胸宽=5／5s+3、背宽=5／6s+4。半身制图各取它们的1／2。

根据3．2．4．2的分析，胸宽和背宽与胸围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和肩宽的相关系数，故

这里采用数据分析所得回归方程式，并结合4．4．1．2中的放松量分配值，定出胸宽和背

宽。

胸宽背宽的回归方程式为：胸宽v38=0．857v33+0．072

背宽v45=0．891v33+1．313

胸围一周的加放量为lOam，按胸宽：背宽：袖窿=3：4：3的比例算下来，胸宽加

3am，背宽2N4cm，则上式可变为：

v38=0．857v33+0．072+3

v45=0．89lv33+0．316+4

上式可简化为经验公式：

胸宽=5／6s+3

背宽=5／6s+4

制图时取其一半，则半身制图中背宽比胸宽大0．5am。

9．后胸围=前胸围=B+lO／4。

至此，整个合体类原型大框架就画好了。

10．前横开=后横开=l／5N+O．5，前直开=前横开+1am。

11．前肩斜后肩斜分别为：15：6 15：5(以几何形式画出肩斜角度)。

12．肩宽=S+lcm，取其1／2从后中线向前水平量取肩宽，交于肩斜线上。

13．量后小肩宽，以同样的值画出前小肩宽。

14．如图定a、b、c、d、点。

15．平分at、bd。

16．连前后袖窿弧线。

17．如图定衣片前后上袖记号点e、f

18．胸容量：经计算，胸容量平均值为3．Sam。量在前片中心下摆。

19．B．PK的确定：从测量数据中，将胸高值减去腰高值，即可求得胸高点所在水平线，

以B．P间距的1／2可以在此水平线上定出胸高点。制图时可用如下经验算式：=1／lo胸围

胸高点近似计算公式为：2／6背长+l，从腰线上量。这样，我们可以算出从胸围线

到胸高点的值，大都在3．3-3．5的范围内，这与文化式原型的定寸4cm相近。

测量时为裸身，而女性着胸罩后，胸线会上抬1．5am一2am，故数据中的B．P点长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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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相应数傻。

霞零文张式蒙鍪孛，掰有数号黧，禳据它戆经狳公式，毒蠹窿深雳秘霾蓬大，l、箍算，

从后颈椎向下量，不同的胸围值，袖鼷深不一样，而确定袖窿深之后，用背长值减去

袖窿深，余下的值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号型从腰线到胸围线的值是～样的。再

采瘸定僮4em逡下取黧惑点，毽藏是滋，不霹号銎麸耧线劐蕤嘉患联奁承乎线熬长疫是

一样，这样含适与否膏待讨论。根据常识和经验，不同身高的人，其腰线到胸高点的

垂直距离威该有区别，

采用我购算式，这个毽有±0。3cm的档差。

2§．过腕离淼淘底摆弓l纛线，为蘸片鹅簇省串心线。

21．如图处蠼前片下摆。

22。过前小扇中点与胸高点连线，此线为前片肩省中心线。

23。省量设鬟：班W／4+2+I秘W／4+2一l努麓定鑫蔫爱鼗太。蠡蛰将剩余戆塞量分配在蔻嚣

农身。净体腰围为66cm，原型腰围为74cm，省量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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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厕袖原型；

在衣身的基础上，根据衣身AH长度及为适合人体必要的加放度，绘出上装原型的

{瘗冀。

衣身A}l长度为45cm。～半为22．5cm。

24．袖深的确定：根据缀验，为使袖深与衣片窿深相协调，台体类套装的袖深有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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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方法：即将前后肩点连线，取连线中点向下垂直量至胸围线，取此值减去3-4cm

左右，即为袖深值。本研究取3．5cm，用此方法确定本原型的袖深值为15cm，以衣片的

胸围线为袖肥线，向上量袖深画出袖上平线，与胸宽线的交点为0点。

25．袖长：过0点沿胸宽线延长线向下量取OL=袖长-lcm(原型袖长=全臂长+3cm)，画

出袖下平线。

26．袖肘线：以1／2袖长+3am，从上平线沿袖中线向下量，画出袖肘水平线。

27．袖肥：确定袖深后，取AH／2—0．5cm，从胸宽与胸围的交点B引袖斜线，交于袖上平

线，确定袖肥为16am。

28．袖偏折角度：人体手臂自然下垂时，肘以下有向前倾斜的趋势，约为70，所以袖

子也应该相应地向前倾斜以满足人体的需要。我们以几何形式画出，在袖肘处向里

1．5cm，定出A点，袖口处向里0．3cm，上抬lcm，定出c点。连接ABC=点画出袖偏折线。

29．大袖沿袖里线向外放出3cm偏折量，相应地，小袖沿袖里线向里缩进3cm。画顺袖

里线。

30．过B点引袖偏折线垂线，相应地，与此线平行，画出新的袖上平线。

c点上抬lcm，量取袖口大13am，D点比袖下平线降低lcm。

31．平分袖肥，定出G点。四等分袖肥，定出H点。

32．前袖山结=1／5袖深，定F点，后袖山结=2／5袖深，定E点。连接H点和前袖山结，交

于胸围线。

33．袖口大=13cm，CD为袖口大，DR比袖下平线降低1cm。

34．画出袖外线。

35．过E点，沿衣身袖窿弧线形状画出小袖袖底弧线。图中可看出，小袖弧线腋底部分

与衣身重合。、

袖弧长为47cm，比农身袖窿长2cm，作为袖吃势。

上袖记号分别为：E和E 7、F和F’、G与衣身肩点。

将小袖展平，从袖肘剪开，旋转后得到一片袖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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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片袖磊整

一凳袖蘸整

耱靛 56

键撼 16

拙摄 15

抽口 13

袖俯拼 3

抽嗽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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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合体类套装原型

1．旋转上装原型前片，使肩省值为2cm。对于上装原型，由于穿着后并不紧身，所以

后片肩胛不必用省处理。即使有公主线，也只处理成造型线。

2．腰线向下18cm定臀围线，延长衣片至后衣长65cm。

合体类原型衣身完成图如下：

会体类套装原型

净体尺寸

身高 “；|D

腑围 84

腰圈 66

臀围 89

背长 38

颈中围 35

肩宽 39

垒臂长 53

原型后在长 65

原型鹏圉 94

原型尊圉 98

背长 39

大庸宽 40

胸宽 17．75

背宽 18．25

后横开领 7．5

前横_开矮 7．5

后点开顿 2．3

脚领 8．5

后肩颧聋}度 约16

前肩便寮}度 约20

B．P间距 17

因考虑由原型变化为服装时的多样性，故合体类套装原型中只标明了省道位置，

省量大小以及省尖起始位置，可根据具体款式进行设置。

由于同样是胸围加放量为lOcm，所以我把我的合体类套装原型尺寸和文化式原型

尺寸做一个比较：



4原型类绘制

母壁 150／76 15影80 l∞／84 165／88 17(}／92

龛 狰体尺寸 净胸围 76 80 84 88 92

蔓
挣矮围 58 62 66 70 74

净臀围 8l 85 89 93 98

背长 36 37 38 39 40

誊鐾
潮图尺寸 麓陡 37 38 39 40 4i

胸高(腰线向上量) 12 12．3 12．6 13 13．3

|墓
魏薅至疆潮线距襄 3。33 3．37 3。4 3。33 3．37

胸围线(颈椎线起燎) 2l 21．7 22．3 21，67 22．33

壤长 18

袖妖 50 51．5 53 5哇．5 56

号型 148／78 154／82 158／88 160／94 162／100

袤
净律尺寸 狰礴围 78 82 88 94 100

净腰围 62—64 66—68 70一72 76—78 80—82

式 营长 37 38 39 40 唾l

量墨
制图尺寸 背长 37 38 39 40 41

胞爨线《颈壤线起量) 19，67 2。。67 2l。67 22．67 23。67

蕾 胸高(腰线向上量) 12．33

胸高至胸腿线距离 定寸4cm

襄 骚长 18 20 21 2l 2l

祧长 48 52 53 54 55

4．5．3光省缝原型

无省缝原型由一般原型经省道转移而来，省道转移入领窝、袖窿、腋下等部位，

多余静省量稼为放松薰。魏圈，分澍在abcdef等线处骛拜，转入一定雀鬣，著谲整番

顺袖窿和领窝。

1．浚A、B为起点，蓊螽痨分爱获a、b处剪开，将翻缝移至垂壹。多余的量敖久簇

间作为松份。

2．以背长值+lcm调整前精腰线。

3。将前后袖窿挖深，下降麓原始值，约为lcm。

4．后片沿e线剪开，肩线转入O．5cm余嫠，剩余的转入袖窿。

5．再将藏片淤c、d线剪开，领翻转入O。5cm余量，腐线转入O．5cm余量，袖窿转入

与餍片相同的量，剩余的量转入腰线。

6．将翦后袖窿深调整至原始值，约下降lcm。

7．修顺目口后袖窿弧线，修顺下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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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松身原型

冤省缝撩型

1。越滋兹孛线。

2．瑙穗第七颈榷搿在承平线。

3．后中线。

4．第七颈椎线向上擒2．3cm，画出后上平线。

5。繁七颈稚线向上掺1cm，画波蘩上乎线。

6．以背长+lcm，扶第七颈椎向下量，画出骚丽线。

露酾毒 铊

霄长 错

煮胄黧 tO

舅童 ￡乳5

薏!妻 18

舞搬开锾 L5

静援开《 L5

詹赢开铺 盘3

蘸童井铺 8

舞隶囊耱塞 靛ls

雾囊摹辩麓 蟪瓣

s．PWl奄 17

丌㈠嚏愫¨㈠引越j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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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螽禳开=l薜N娟．5cm。
8．前横开=后横开+O．5，

9。蟊鬻西密懿后颁窝弧线。

10．以15：6和15：5分别画出前肩斜和后肩斜。

11．醵璃宽+2era静1／2觖聪率线囱前量璃宽，交在腐斜线上。

12．胸宽=5／6S+5cm，背宽=5／6S+6cm，各取一半画出胸宽和背宽。

13．按l，5】卅1．5cm=8．5在艨领窝上萄出实际后横开领，交予庸斜线上，遮祥，桧身原
型的后道开比会体类外套约小0．1cm。同样，域出前横开，前直开。前横开。

14．量出后小肩，戳同样的长度磷出前小肩。

15．过髓后肩点分别引平行线，交于驹爨和背宽线。得a和b两点。

16．平分ac，bd，逑顺前厢袖窿弧线。

17。如仑体类缀型中豹方法，旋转出翦瘸省。

18．腰豳线向下18cm，画出臀围线。

19。从第七颈雄沿蜃巾线鼙后衣长65cm。

20．侧缝在臀围处备放出4cm，耐顺侧缝和下摆。

松身原垄圈

幕麓嚣表羲 65

艨翟胸目 l艘

鼙囊臀嚣 l撼

背长 39

犬息盎 4t

脯竟 18．7S

背宣 l飘2s

麓羲歼镁 袁S

口摊研辑 9

嚣盎拜簇 2。2

前直开镇 9

舞熹秘嚣蠖 羲16

髓庸IⅢ料废 的∞

B．P蚵匝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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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连衣裙原型

1．画出前中线。

2．垂直于前中线画出第七颈椎所在水平线。

3．以(B+4)／4cm大小，分别画出前胸围大和后胸围大。

依据4．4．1．2中的分析可知，4em为青年女子最大呼吸量平均值，夏季连衣裙及旗

袍等为贴身或紧身款式，故胸围加放量中只考虑最大呼吸量，而不需考虑运动量。

4．以实际背长38cm，从第七颈椎向下量，画出腰围线。

5．从第七颈椎向上抬2．3cm，画出后上平线。

6．第七颈椎线向上抬lcm，画出前上平线。

7．以4／6背长-Scm，从第七颈椎线向下量，画出胸围线。

8．后横开大d',=l／5N，将后横开三等分，画出后领弧线。

9．前横开大小=后横开一0．5cm。

将前横开处理得比后横开小0．5cm，其实说穿了是一种省道的设计，对于前中不开

缝的裙装，这样可避免前横开领比较大时的走光现象，使前领比较贴服于人体。对于

前中开襟的裙装，这一部分除了要调整到和后横开一样大，必要时还要加入一定的省

量。

10．前直丌大小为：后横开+lcm。连接对角线并三等分，过三分之一点画出前领窝弧

线。

11．前胸宽=5／6S+2cm，取一半大小画出前胸宽。

12．后背宽=5／6S+3cm，取一半太小画出后背宽。

依据4．4．1．2中的分析，当胸围加放量为4cm时，40％放在背宽，30％放在胸围，

经计算，胸宽背宽加放值分别为1．2cm和1．6cm。

13．前后肩斜分别为15：6和15：5

13．肩宽值为净肩宽，取其1／2大小，从后中线水平量取，交于后肩斜线上。

14．量取后小肩宽，画出前小肩宽。

15．以胸高值减去腰高值，得到胸高点距腰线的垂距，由于测量时是裸身测量的，在

穿着胸罩后，胸高点会有所提升，此处取经验值为lcm，即平均提高lcm。画出胸高

点所在水平线。

16．同理，在穿着胸罩后，胸围会有不同程度的聚拢，按B．P间距测量结果，以1／10B

的经验值定出，这样，我们就确定了B．P点。

17．按如图方式画好前后袖窿弧线。

18．过B．P点向下引垂线，交于底摆边。

19．在后片胸围线上平分背宽，过d点向下引垂线，交于底摆边。

20．从a点向下取7cm，作为前片省道的起点。连接此点与B．P点，作为腋省的辅助

线。

21．平分后小肩长，过1／2点与d点连接，作为后片肩省的辅助线。

22．分别剪开前、后省道辅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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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旋转使前后侧省达到1．5cm，偌小肩和前腋张开的麓为前后省量。

24．瘸簇餐帮爱片省邋筠为2，5cm，这样，蓊露簇溺慧鞠舞72cm。

5肺S+3l穗

厂一15
$ 。

毯

fB44}／4

∞螂+z)a一

弗’}4埘一
，蟥：L1／1啪

4。6涿毽残用

辩装壤懋

4。6，{会薅类套装原挺疲攫

由上装原型变他丽成一款姑袋眷歉上装。

l。联上装舔鳖，旋转使腐省转灸藏省。

2．前后横开领增大0．5cm。

3。在螽片豹麓嗣线上浍麟宽麓终0。3cm，

分。

4。在翦片瀣铡缝线囱墨1+5cm蕊分裁线，

半。

氟蘩雏稳 88

巷长 3孽

走麝赛 始

脾爨 lt 2S

背蹙 l≯+寥5

摹壤荠镶 ≯

静攒藉徽 6．5

后赢开领 2．3

稚藏开矮 8

蓐壤捶鬟璇 瓣16

髂蔚颤辑蠖 约∞

B．P间距 lr

凝垂线至巍撰，余出瓣郝势露为小片豹～罄

与铡缝线乎簿。余下的部分作为小片的鹦一

5。将上述两个部分合并成腋下片，衣片交为三汗身。

6．袖窿翘搿4。5cm。

7．如图分配省蹩。艏腰比原型多收谶0．5cm。

8．调蘩底攒至闼顺。

9．叠门宽2cm。

lO．薪闰萄领帮菇袋。

ll。嵇巍接溪篾{睦亵月‘暇型。

60

下，，，，|●Ii霄教j；l●，；Iii{l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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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效果图、样板及成衣见下网(图中人台为标准PGM人台，号型为160／84A)。

成衣图中可见，当袖下豢时，有向前的自然倾斜。腋下略有余量，可使胳膊顺刹

豁上搔终50'。必逶应上菠自赘运动，鸷宠楚氇臻毒余羹，经不鞠显。鬻中可觅蘸、麓、

侧三个方位腰处均有很好的凹陷形态，着袋后可很好地贴服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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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无荫缝原鍪废闻

耄茏镰愿戮变她嚣戏一款数服式连农摇，旗铡缝予胸鼷处路收紧，麓腰下以骺逐

步向外星小A字形敞开。成农图中可见，由于胸部和臀部的挺起，可较自然地显现腰

身(图中人台为PGM标准160／84A入台)。

一一 Y

歹 旷L乙
{．b L∥

1．矿’ 4lJ 5
hP

|、 矗
～

成鼹足砖

胯日 88

幕鬟帮壤 7。S

臂长 38

精耩汗矮 7．S

＼ 小窟煮 9．S

＼ 骖s v

B．P朔瘫 17

下基 128

八

／ ＼
l

止 l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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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松身原型应用

由松身原型变化而成一款风衣(图中人台为PGM标准160／84A人台)。

1．取松身原型，将前后衣片如图各自分割，两个腋下片合并成一片，衣身变为三开身。

2．延长衣长至105cm。

3．旋转前片将肩省分解转移至袖窿省和胁省。

4．如图画出贴袋。

5．根据造型需要画出驳头和领。

6．根据袖窿AH总长，由上衣原型的两片袖变化出风衣袖。

成衣图中可见，风衣袖子与衣身所形成的角度要大于合体类的春秋外套，这是由

于腋下余量稍大的原因。



4原型类绘制

君在世 i嚣

舅礞

誊蠹

膏长 甜

丈席蜜 4l

黼 m?S

霄寞 l毫黼

囊攮歼蕞 &S

蕾曩彝甍 拿

_岳I扦辅 2 2

戴t舞镁 §

矗窟镬辩匿 跨埘

蝴博辩度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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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裙装原型应用

由裙装原型变化而成一款改良旗袍。旗袍斜襟处不设底襟，两襟由双盘扣扣合后

自然裂开，略露肌肤，展现自然的性感。成衣图中可见，旗袍各处能很好地贴合人体，

展现人体曲线美(图中人台为PGM标准160／84A人台)。

歹心o 7 Z一一—_j．曩

矽一 巡 凤

劢}攫
L／

匕。
P

’3 ＼

鬻 少 ，

J l。 ／ ，!太 I l。。
～＼

L，—H—一 r

々

拉

蘑

』
骖fI ，l’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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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缝谂

5结论

鞫前在成衣生产中都是以标准化形体律为生产和研究的对象，而我嗣幅员辽阔，

各地区体形差异较大，不可能以一种原型去邋应所有的地区，这就要求对原型进行地

域细分；同样的道理，由于年龄造成的体型麓异，也不可熊姆历有年龄段女性的原型

妇为一类，这裁要求对原鍪进行年龄细分礤究，班适应骚装金韭豹生产。

黢于这种情形本沧文提出了陕西地区青年女子原型生成的理论。即通过对形体信

息的提取，并使其特征对应于原溅设计，从而熊决原型分片区及分年龄的适合性问题。

这套毽论箕毒一定瓣潜在应霉懿爨，可在玺产秘繇究中鸯羹淡开发羁用。爱多}本课题逐

根据科学的数据分析，设计了自融的原型绘制模式。

本课题属于服装工程领域的威用性基础研究，从人体数据的分析和研究出发，归纳

劳描述陕珏地区青簪女子体型特{疋，弗在j琏：攀硪上，本罄逡合款式发鼹爱{乍匿过程耀

对简单两大原粥，掇出了适合静系列原壅；并根据设计圈，由原型交纯制作成衣，达

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本次研究通过以下步骤和方式，得出了如下结论：

1。首先确定了磅究瓣范霾：狭嚣德区、毒年女予。然嚣遴j建交吴系数豹诗筹确定了奉

研究的样本量为153人。并在此慕础上，运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使用目前国内最先谶

的非接触三维人体测最仪进行测体，每个人的体测部位确定为85个。

2。逶建蒙类势援，酶毒年女子髂黧羟荛5类，中凌薅秀160／84。按藿糍怼体型戆分类

标准，对陕西地区宵年女子作体溅划分，得出Y、A、B三种体型的控制部位数值，然

后就邀三种体型的特征逐一进行描述。并将陕蹶她区青年女予体形与国标体形相比较，

结果发理，身高、脚匿、颈围与国标值接近，两腰围、全键长蠢臀围刚与国标值相躐

较远。这些数值代寝了两个因素静独立瞧：软嚣魄区、膏霉女子。这充分魂说萌了辩

原型进行地域和年龄细分的必要性。

3．对陕谣地区青年焱予测体数据进行因子／主成分分析，提取了5个因子／主成分，累

诗灵献率尧7s。磊。透过受黄系数分辑，确定第一霾子／主袋蛰为长宽戮予，餐量久转

的纵向和横向尺寸；第二因子／燕成份为围度阙子，衡量人体各围度周长；第三因子／

主成份为标准距离阂子，衡量人体距离标准杆尺的距离：第四因子／主成份为下肢因子，

餐量久体下驶懿一戆缨部尺寸；繁五因子／主成份受上肢因予，簿量人体上半赛的一些

细部尺寸。

4．通过对女性局部体型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一魑独到的结论：如肩斜以及腕围的独立

性、颈围与胸围的越本不相关、胸宽积背宽与魔宽的相关大予和胸围的桷关等等。遴

过这黧分析，为骤溅绘麓封下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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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相关分析，形成了一系列与长度及围度相关的回归方程式，以及胸宽、背宽和

肩宽的回归方程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原型绘制的参考部位：

①净体胸围——围度的参考部位

②净体背长——纵向的参考部位

⑧净体肩宽——胸宽和背宽的参考部位

④净体颈围——前后横开领的参考部位

6．由数据分析结果，结合人体解剖学知识，形成～系列原型绘制经验算式和方法：

①胸宽=5／6s+3制图时取其1／2

②背宽=5／6s+4制图时取其1／2

③胸围线=4／6背长一3cm，从第七颈椎水平线向下量取。

④以15：6和15：5的几何形式定出肩斜度

⑤前腰大=W／4+2+1 后腰大=W／4+2—1

⑥后腰中心偏进1．5cm

⑦袖深：以衣片胸围线为基准，两肩点连线中点向下3．5cm一4cm

⑧袖肥：在确定袖深的基础上，以袖斜线AH／2—0．5cm定出。

⑨一片袖依据两片袖变化而来，给出了两种形式的省：肘省和袖口省，且袖山形

状与衣片的吻合度更好。

7．对女性形体特征的提取、划分和识别的目的是要建立合适的女装原型，以方便纸样

设计。因此针对不同的服装类别，设计相应的原型，才是本论文的最终目的。因此，

在基于大量人体数据的分析基础上，本着适用及实用的原则对原型进行细分，以上装

原型为基础，增加了四种原型：合体类套装原型、无省原型、松身原型及裙装原型，

每种原型分别对应不同的服装类别。

8．根据服装效果图，选择相应的原型类别，进行款式和尺寸的相应变化，得出服装样

板并制作成成衣。然后将成衣在标准PGM人台上试穿，就穿着效果进行分析，发现原

型的可行性。

本课题今后还可在以下方面作深入研究：

1．利用学院所在地区优势，进一步扩大人体测量范围，包括年龄及地区范围，如地区

可扩展为西北地区，年龄可增加中老年女性等等。从而使原型分类研究更加完善。

2．把人体与服装的关系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研究范畴除了人体各部位的尺寸与形态、

服装结构与人体的关系以外，还要在服装结构与面料物性的关系等方面作进一步研究。

3．将原型设计、成衣制作与计算机进一步结合，形成从测体到成衣生成的快速反应系

统。这要求各个研究环节的高度协调。服装快速反应系统的研究将会极大地促进服装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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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借阅：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

复制手段保存学位论文。

(瀑密戆学位论文在勰密爱瘟遵守I迎袈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百蘸

指导教师签名：氆；鸣
西 精：聊；毒毒簿≯；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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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糕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禀承学校严谨的学风与优良的科学道德，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照我个

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

豢标注秘致落夔逸方终，学位论文孛不惫含其它A已经发袭藏撰写过匏磺突成

果，不戗含本人已申请学位或他人融申请学位或其它用途使用过的成果。与我一

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淡示了

蒙谢。

学豫论文与资辩慧有不实之处，本大承担一仞相关责任。

学位论文终者签名-黟
日 期：啪岁笨}拜醇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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