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Up to now，women’S up-wears have been always the focus of fashion design．

However，such design，especially the structural design for women’S up·wears，has

been the hot research topic of fashion design，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society，culture，style and women’s physical features．The difficulty of the design of

women’S up·wears lies in the variety of its style and structure，which in turn produces

the infinite power for the design research of women’S up-wears．

By applying the advanced CAD technology，this thesis is concemed with the

research and study of the“Parametric Design”for collars，sleeves and body clothing，

which results i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despite its high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requests for fashion designers，using of“Parametric Design’’has surely simplified the

operation process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desig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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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一、衣身结构设计一般分为三分、四分、六分、八分等分割方式，本文提出

n分法的概念，有助于服装结构衣身设计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科学化。

二、以领宽变化为主线，使衣领从量变到质变，延伸出衣身及衣袖结构。有

助于打破传统的服装结构设计思维方式，为探索新的服装结构设计方法和理论提

供可以借鉴的思路。

三、女装设计款式变化多而复杂，在已往的研究中，几乎无人问津。本文不

仅研究了衣领设计参数化模型，而且确定了不同类型衣领的主要设计参数

四、抓住国际流行的女装原型设计这个重点，对各类原型作了对比。并对女

装结构所特有的省、褶、裥与分割等技术手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参

数化设计规则。

五、在相关款式的女式上衣结构参数化设计中注意了具有特色的技术参数、

几何参数、特征构造参数的巧妙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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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女装设计综述

第一章前言

如图1．1所示，女装设计古往夸来无论是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角度都

是服装设计的重点与焦点。女装设计，特别是女式上衣的设计，受流行趋势与体

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又成了服装设计领域的热点与难点。甚至，女装设计常常

是“流行”、“时装”、“高级定制”和“精制服装”等的代名词11心。

图1-1经典女装(左)及现代女装(右)系列设计

女装结构设计重要的是把握“型”与“量”的协调统一，讲究科学性、灵活性、

准确性、实用性。

女装设计的特点极为显著；其一是款式变化丰富且节奏快：受地区、时代、

场合、职业、文化等困素的影响：设计师的灵感与创意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其

二是结构设计复杂且变化多13lH，主要有省、褶、裥、分割等结构及其组合变化，

使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能够得到全面的体现，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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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1-2一款欧洲古典胸表(左)和一款现代华服(右)的结构设计

1 1．1女装结构设计的主要方法

服装结构设计的的方法繁多，概括起来可分为立体结构设计法和平面结构设

计法两太类。

立体裁剪以人体为基础，将坯布或面料直接覆盖在模型甚至于人体之上，边

设计·边造型，边裁剪，具有较好的直观性。立体裁剪方法在思维与现实之间始

终以设计者的视觉为中心，有利于发挥设计者的创造性思维，对于结构相对复杂

或造型效果比较特殊的服装裁剪而言，是比较适合的一种剪裁方法，也是服装结

构设计的基础。但是，立体裁剪更需要设计经验．更需要反复地实践，不断地总

结·所以掌握相对容易，运用自如却比较困难。另外，立体裁剪往往费时费料，

高成本也使得人们有了一些“奢侈”的感觉，所以更适合于高级时装定制旧。

平面结构设计则是根据指定的款式和规格在平面纸上，运用一定的计算方

法、绘画法则、变化原理画出服装纸样的一种结构设计方法。平面结构设计往往

设计与现实之间是分离的，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程式化的思维模式。

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交流与传承，特别是在成衣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几乎成

了唯一的剪裁方法。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平面结构设计方法的流派很多，图1-3。

可分为比例法、基型法、原型法、D式法、胸度法、折纸法等。可见平面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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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的应用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比例法和原型法。目前在服装企业的生产技

术准备工作中普遍采用比例法服装结构设计，而在服装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培养

教学中多以原型法服装结构设计法为主【61。本文在随后的结构参数化设计，主要

采用原型法。在服装结构设计实践中，常将胸围的分割份数归纳为三分法、四分

厂立体法

l立体与平面相结台的二元法

服袈结构设计方法J实量法{蓑荨鎏f三分法服袈结构设计方法< L怒、J恼 三分法

l 闺鎏{骥
l l h⋯

L平面法一原型鋈丁蕈委桑囊蒹垂型l需憾誉扩
i胸度法I．．美式原型

1．1．2．女装结构设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现代服装工程包括款式设计、结构设计和工艺设计三个部分。结构设计是实

现款式设计的手段和途径，它通过将款式设计的思想转变为平面结构纸样，来延

展款式设计，同时为工艺设计提供必要的数据和基础，是整个设计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目前常用的服装结构设计方法主要有手工制图方法及服装CAD两种方法，

前者灵活方便，后者高效快捷。但均要求设计者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多

年以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服装结构设计方面的知识不断充实，技术不断进步，

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同时，电子计算机技术在服装科技领域得到了应用与普及，

计算机辅助服装款式设计、纸样设计、自动排料等系统的新技术、新设备引入，

使服装设计的手段进入一个新的层次【7J。

参数化设计是服装纸样智能化设计的一个重要基础。服装产品的开发设计往

往是在一类相似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复设计的时间相对较多(款式相同或相

近，不同的造型与号型)。此时对设计的每一次修改，约占整个设计过程的70％

至90％。但是当采用参数化设计时，不仅可以使这种以修改为主的设计过程简化，

大幅度提高设计效率，同时还可以使造型设计首先快速勾画草图，之后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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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化，当对参数重新赋值时，造型设计也得到了相应的修改，故参数化设计也

被称为一次性设计f8】。

本文以女式上衣结构的参数化设计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设计实践相结

合，局部细化与整体概括并重，努力创造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服装结构理论研究

的新途径、新方法。

1．1．3服装CAD技术在女装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服装结构计算机辅助设计功能是我国服装CAD技术的特色功能之一，也是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功能，在利用设计工具的同时对服装结构进行参数化，

从而使放码实现全自动完成，同时实现了联动修改、保证了图形的稳定性，操作

简便、快捷、效率高【91。然而服装结构设计的理论体系还有许多不完善，不科学

的地方，如为了手工操作方便可行，在取值上普遍粗放化，一般以整数取值；领

子等配合结构的设计还没有科学准确的公式可以直接进行精确计算，很多时候要

凭经验确定，不仅影响着服装设计的水平及外观效果，甚至影响穿着的舒适性。

分析比较中国服装结构设计与先进国家服装结构设计的差异不难发现：中国服装

设计的时尚度与发达国家相距不远，但板型却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合体，

服装细部结构之间缺乏配伍性；‘二是不能很好地体现人体静态与动态的舒适度。

在我国服装设计及其教学过程中引进计算机辅助设计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了，但真正普及应用这项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主要原因就是：1)现有

的以经验为主导的结构设计方法，不能很好地适用于CAD设计系统软硬件环境

的要求，需要在结构设计的方法上进行创新，参数化就是创新的一个方向。2)

服装结构设计人员的水平及技能应进一步提高，增强其掌握并使用CAD技术的

能力。3)服装结构设计软件应不断完善，使操作者能充分的表达自已的设计理

念，随心所欲地完成设计。

1．2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利用服装CAD软件进行服装纸样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目前己在我国服装行

业内形成了基本共识，广大专业技术人员也已经切身感受到科学技术给他们的工

作所带来的高效、便捷、轻松的体验。但是，由于在我国技术市场中服装G钮
软件产品品种繁多、性能各异，尤其到了普及阶段，应用群体越来越庞大，其技

术水平和经验技能差异也很大，所以在实际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误解或者

错误地认识【10J。例如，也有人仍然认为“电脑制板不如手工制板方便快捷”，“电

脑排料不如人工排料省料”等等。因此，仍然有以下问题值得思考与研究：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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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长期以来养成的手工操作习惯及其思维惯性；2)提高软件技术的适应性；3)

加强服装结构设计理论的研究。

1．2．1研究的目的

通过对立体造型与平面结构设计之间以及人体与服装结构设计之间设计规

律的研究，以女装合体衣身的结构设计为重点，对服装各部位进行参数化设计，

确定各部位之间的参数化关系，从而用一组参数来定义型体，达到只需重新给关

键参数赋值，就能自动修改板型本身的目的。提高其参数化的程度，使其结构设

计的修改更容易，设计效率更高；加强参数设计及参数关系确定的科学性，使服

装结构设计更合理，更好地发挥服装CAD技术的作用。

1．2．2研究的意义

随着消费者需求向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服装工业化生产也随之向多品

种、小批量、高质量、周期短推进。这就要求服装生产能更加自动化、智能化、

系统化、柔性化。开发智能化服装CAD系统顺应了时代的呼唤，成为服装CAD

技术的发展方向之一。服装CAD智能化，适应于服装批量工业化生产和特殊服

装定制加工，对于企业提高设计和生产的自动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

质量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通过服装结构的参数化设计，总结出一套更科学先进的结构设计方法，进一

步完善提高服装CAD系统的性能，降低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推动服装CAD

系统的普及应用，使设计人员可以轻松、快捷地使用服装CAD技术，完美地实

现设计思路和理念，真正发挥CAD科学、高效、方便、精确的性能和作用。

1．3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通过对三维人体及服装穿着状态的分析研究，运用数学计算的的方法，分析

分解服装立体造型与平面结构图之间的转换关系。

将复杂的人体外表面造型，概括为相对规则的几何体，再用几何学原理，分

析各部位间的相互关系，确定其参数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则设计。

利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与计算能力，使服装结构设计更高效、科学、合

理、便捷。
’

总之，服装结构设计的方法很多，总体来讲有平面和立体两大类，服装结构

设计是服装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目前沿用的设计方法，多以经验为主，

科学性、合理性、快捷方便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不足；现有的服装CAD软件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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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人性化等可操作性能上的不足，这些都直接影响着个服装行业

的发展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本文希望通过对服装结构设计的参

数化处理，总结归纳出一种新的、更适合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服装结构设计方法，

改变服装结构设计过程中的不足，促进服装结构设计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规

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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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参数化设计的理论基础及应用

服装行业的发展正在向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企业的

生产计划过程中，能否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能否在充分利用原有产品信息的基础

上，迅速的完成产品的开发与重构，成了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服装CAD设计软件的开发与利用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重视。然

而，据有关研究表明，软件的自动化成度越高，编辑修改所用的时间往往也越长，

每次编缉修改所占的时间约为新设计的九成，重复运算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效

率不尽人意。

参数化设计，无论重复多少次，设计所用的时间仅为或接近一次设计所用的

时间，因此参数化设计技术成为提高CAD运算效率的有效途径。今后CAD技
术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不断地向产品设计开发全过程拓展其内涵，在更高的层次

上、更广泛的范围内，向智能化、通用化与标准化等方向发展。参数化设计中的

关键是几何约束关系的提取和表达、几何约束的求解以及参数化几何模型的构造

等。

2．1参数化设计的概念

参数化设计(Parameric Design)，也称变量化设计(Variational Design)，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Gossard教授提出的，它是CAD领域里的一大研究热点。

在机械、工程等很多领域被广泛应用。参数化方法的本质是基于约束的产品描

述方法，产品整个设计过程就是约束规定、约束变换求解过程以及约束的评估过

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意义上的参数化设计大多集中在几何元素的处理上，

包括二维图纸绘制和三维实体造型两部分。其中二维图纸绘制的设计对象是一般

的点、直线和曲线等一般的几何元素，并施加平行、垂直、同心、共点等几何约

束。参数化设计是通过图形驱动(或尺寸驱动)方式在设计绘图状态下修改图形，

因此每次重新设计所用的时间都很少【llJ。参数化设计通常是指软件设计者为绘图

及修改图形提供一个软件环境，工程技术人员在这个环境下所绘制的任意图形均

可以被参数化，修改图中的任一尺寸，均可实现尺寸驱动，引起相关图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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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常见参数化建模方法

采用计算机进行服装纸样结构与造型的设计，其中参数化建模方法的研究是

必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内容。常见的建模方法如下所述【121：

2．2．1．基于几何推理的人工智能方法

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了参数化设计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几何推理法。这种

方法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专家系统的基础上，采用谓语表示几何约束，通

过推理机制导出几何细节。这种方法可检验几何约束模型的合理性并能处理局部

修改，但系统庞大，对递归约束无法处理。二是扩展现有的数据结构，使其包含

拓扑信息，并通过程序实现从几何约束到几何细节的推理。

2．2．2．基于特征的实体造型方法

特征是作为捕捉设计者意图的方式而提出的，以取代用直线、圆弧、圆等基

本几何元素构图的方式。特征实体具有～定的智慧，它们不但具有明确的工艺特

征结构，而且能始终记忆自己的功能属性和与其它相关实体的适应关系。修改某

一特征实体，会自动引起整个设计模型的相关变化，使设计变得容易。

2．2．3．基于关系的建模方法

以关系型数据结构构造参数化模型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首先提出来的。在系统

内，关系可建立在所在系统能识别的对象之间，也可在任意大的模型中建立任意

复杂的关系模型，这种关系的建立过程是以符合设计师设计习惯的、非常简便自

然的方式进行的。所建立的关系模型要能方便地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用户的特殊

要求，从而大大提高设计速度。

2．2．4．基于作图辅助线法

工程设计人员在设计绘图时，往往先画一些称为辅助线的基准线，由辅助线

出发一步步绘图，先勾画总体轮廓，然后再作细化处理完成图纸的绘制。系统把

几何约束及矢量图等方法交互地建立在工程图纸的参数化模型上，实现对任意尺

寸的参数化设计。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基于特征的建模技术正成为实施Q如／CAPP／CAM一体

化最有效的建模方法之一。参数化设计一般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产品模型

中包含拓扑和约束关系；2)图形应含有尺寸驱动；3)参数序列与图形尺寸序列



第二章参数化设计的理论基础及应用

应有对应关系。满足以上条件的产品图形，既描述了产品的几何形状，又包含了

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同时又与一组序列值有对应关系t因此，我们称在服装CAD

打板系统中所从事的工作是“设计”而不仅仅是绘图，其设计结果是包含有设计信

息的“模型”，而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图形。

服装结构设计的最终结果是图纸或纸样，是由一系列点、线构成的几何元素

的叠加。服装结构参数化设计就是用一组参数来约束纸样的一组结构尺寸，参数

与纸样的控制尺寸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当赋予不同的数值时，就可驱动原纸样变

成新纸样。因此利用这种方法开发的服装CAD软件将使纸样设计师从大量繁重

而琐碎的绘图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明显提高设计效率，减少重复信息的存储量。

服装结构的参数化设计和其他参数化设计一样，应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参

数(parameter)、基于型体特征的设计(fcnture based)和统一的数据库(single

database)。

2．3服装结构设计中参数的分类及说明

⋯“?j《-m、一
，·：兰』l+二一

F=i三‘：篇毫{w⋯”．≯：j舞
i og!H仙 ．

一

路

‘{

i ⋯呵_；；¨ 一

圈}】服装纸样计算机辅助设计实例之

在服装结构参数化设计中，所包含的参数主要有咀下几种：O总体参数、e

技术参数、O几何参数、o特征构造参数和O复合参数，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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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总体参数

总体参数是描述总体尺寸及形状的参数，是进行结构设计的基础，也是校核

结构图形的关键尺寸，亦称“尺寸规格”参数，即CAD软件尺寸表列出的主要规

格参数，图2-10。主要包含衣长、背长、袖长、肩宽、领围、胸围、腰围、臀

围、袖口等等。该类参数主要来源有以下三种渠道：1)从国标1335—2中直接

读取；2)可能按客户订单提供的尺寸规格确定：3)直接测量净尺寸后，加上适

当松量确定最终的规格参数11引。

服装的号型主要就是由此类参数确定的，服装造型的美观程度以及服装的合

体度往往也是由此类参数控制的。

2．3．2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指为达到设计要求而自行定义的数值参数。如配合部位的吃量、放

量、松量等，还包括规格参数中未作定义的其他细部尺寸参数，图2-10。

细部尺寸的确定也是体现服装纸样设计的经验与水平关键问题，其中包含了

设计者艰辛的钻研与长期的摸索。例如衣领或衣袖的配伍性研究如果处理不好则

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3．．3几何参数

几何参数是由直线或曲线长度相关点之间距离、线间夹角等几何图形元素构

成的参数，也称变量。这是一类自变参数，定义后无需修改，它会随着注册对象

的变化自动变化，图2-10。

如衣身设计时前后领弧长度定义为参数后，领底弧线的长度就可由此参数确

定，而且当领弧长度因其他参数变化而发生变化时，领底弧线长度可得到自动调

节。袖子与袖笼的配合也是同样的道理。

2．3．4特征构造参数

特征构造参数也称造型参数，图2．10。在结构设计过程中，将此类参数直

接与结构造型相关联，改变参数值，则受控的几何造型就会发生变化，这将使设

计过程变得更加直观简单。

设计驳领结构时，可将领嘴尺寸设计为特征造型参数a和b。当赋予不同的

数值时，造型就会发生改变。同样道理在插肩袖结构设计中，将衣身与衣袖公共

分割线的端点与前衣片侧颈点的距离定义为参数a．，则改变该参数数值时就能改

变插肩袖结构的造型。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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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复合参数

为了进一步的实现参数化设计，可以将以上几类参数用加、减、乘除；与、

或、非；三角函数等等数学算符或逻辑数符联系在一起构成复合函数，图2．1日。

以上各种参数在实际计算机辅助服装结构设计过程中的应用及表现见图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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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服装纸样计算机辅助设计实倒之二

2,4参数化说明

参数化说明就是对造型设计元素的约束与驱动、以及各设计元素之间的几何

拓扑关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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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参数约束及驱动

尺寸驱动是参数化设计的动力，当需要修改某一尺寸参数时，系统会自动检

索出此尺寸对应的数据结构，找出相关参数计算的方程组，通过改变驱动参数值，

计算出修改后的参数，驱动图形变化。参数化设计可以通过参数重新赋值达到变

更设计的目的。因此设计人员设计完草图，然后进行参数说明，即参数化，来完

成设计的细节。

参数驱动机制是基于对图形数据的操作。通过这种机制，可以对图形的几何

数据进行参数化修改，但是在修改的同时，还要满足图形的约束条件，需要约束

间关联性的驱动手段控制约束联动。约束联动是通过约束间的关系实现的驱动方

法。对一个图形，可能的约束十分复杂，而且数量很大，而实际由用户控制的，

即能够独立变化的参数一般只有几个，称之为主参数或主约束：其它约束可由图

形结构特征确定其与主约束的确定关系，称它们为次约束。对主约束是不能简化

的，对次约束的简化可以有图形特征联动和相关参数联动两种方式。

图形特征联动就是在保持图形拓扑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对次约束的驱

动，保持图形拓扑关系不变，即保证连续、相切、垂直、平行等关系不变。反映

到参数驱动过程就是要根据各种几何相关性准则去判识与被动点有上述拓扑关

系的图形及其几何数据，在保证原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求出新的几何数据，称这

些几何数据为从动点。这样，从动点的约束就与驱动参数有了联系。依靠这一联

系，从动点得到了驱动点的驱动，使得驱动机制的作用范围得到扩大。

相关参数联动就是建立次约束与主约束在数值上和逻辑上的关系。在参数驱

动过程中，始终要保持这种关系不变。相关参数的联动方法使某些不能用拓扑关

系表现的从动点与驱动点建立了联系。使用这种方式时，常引入驱动树，以建立

主动点、从动点等之间的约束关系的树形表示，便于直观地判断图形的驱动与约

束情况。

参数驱动是一种新的参数化方法，其基本特征是直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因

此它具有很好的交互性，用户可以利用系统全部的交互功能修改图形及其属性，

进而控制参数化的过程。

基于型体的参数化设计就是将参数化方法引入到特征造型中去，使型体特征

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变化。在服装结构设计中，型体特征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

服装结构参数化设计是基于型体的设计。这样可以缩短构造和改变型体模型的时

间，同时能使系统的工作方式更加适应用户的思维方式，并随时保证设计的一致

性。型体是一个特征，包括胸围、腰围等属性，并且允许用数学表达式、逻辑定

义关系使之与所生成的服装纸样模型特征相关联。如上衣领围与胸围的关系是：

0．35胸围+调节参数【14】115】，当用户在尺寸规格表中修改胸围这样的规格参数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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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使型体本身产生变化，而且能自动修改上衣领围的大小。其他相关参数的变

化与领围变化相类似。

2．4．2数据库

数据库是参数化设计必不可少的条件，主要原因是参数驱动机制的运行需要

一个强大的关系数据库来存储参数之间的约束关系以及各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服装结构设计中，实体具体指的是点、线和衣片结构图。它们之间是一对多的

关系，同一点可以驱动多条线，同一条线也可以驱动若干条线。当改变某个点对

象的参数后，通过查找数据库中的参数约束关系，检索出与该点相关的点对象及

服装产品的系列设计，并同步修正。例如在结构设计中修改驳领宽后，它不仅反

映在结构图中的变化，而且在其相应的衣片结构图、排料图中也作了同步变化，

避免了重复劳动。这就有效的提高了产品设计的质量和效率【16】。

2．4．3各相关参数的组合及表达

在服装结构的参数化设计过程中，各类参数不只是一个单独的符号，还可以

用数学表达式和逻辑定义关系来表达型体特征。

人体是个复杂的、不规则的立体几何体，将立体造型转化为平面结构图，必

然会用到复杂的数学算符，如三角函数、开方等。手工打板为了简便，都将这些

关联转换成为以整数表示的经验数值，而利用计算机的计算功能，可以寻找出平

面与立体间的精确对应关系。数学算符的应用，使服装结构设计更科学合理，同

时也便于知识的传授和理解【171。例如：合体袖袖中线的前倾尺寸的处理，一般是

在袖口部位向前偏移2cm左右，这不易理解，且袖长的变化也带来精确度的变

化。根据手臂的前倾角度，用三角函数来计算，就可能解决准确度的问题，又便

于应用理解。这样的计算虽说较复杂，但用计算机则使整个过程变得轻而易举。



第三章权颈结构的参数化设计与分析

第三章衣领结构的参数化设计与分析

女装款式变化丰富，结构处理灵活，为设计师提供了充分展示设计灵感的空

间和舞台，但这种多变的设计也给女装的结构设计带来了更复杂的技术问题。本

章以衣领的结构的设计为线索，对女装结构的参数化设计思路及方法进行研究。

本文对服装结构的研究均在女装原型的基础上进行。

墨妻，委惠露、砖套皋一霉．
摹i墨罨豢j譬舷曼，：绺?黪

黔套国画赛零器巍，g
衣领是服装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是服装的视觉中心。领型的构思和设计，是

服装设计师关注的要点，通过对顿型细节的刻意追求，可以进一步按设计意图去

感知其作品的美感。领子的美感主要包括两方面，即领型设计的形式美及领子的

合体舒适所体现的整体美I埘。前者属于审美范畴，后者属于实用与技术的范畴。

前者在于美术造型设计．后者得之于结构技术设计。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造型需

要，在领可设计成多种结构形式，图3-1。包括无领、立领、翻领、翻折领、翻

驳领、披肩、顿帽等。每一种领型又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衣领的主要结构要

素包括领口(前后领宽与领深，领口弧线长度是衣领结构的基本结构参数，也是

无领结构的主要结构参数)、底领(也称领座或内领，也是立领结构的主要结构

参数)、领面(也称外领，外领的变化极为丰富，尤其女装领型的某些变化具有

独到之处)。

数篱。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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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衣领结构的参数化设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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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援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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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领口领的主要结构参数

3．1-1无领设计的原则及变化

无领领口可以根据设计要求产生多种变化，但是应注意掌握其尺寸极限。通

常横开领不能超过肩端点；前直开领不能超胸围线，当然在横开领较小，不会过

份暴露的情况下，前直开领也可延伸到胸围线和腰线之间：后直开领一般以腰线

为领深上限。各参数在取值时要相互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最佳的审美与功能性的

结合，要充分体现领窝线与人体的完美结合，在进行领窝线设计时，还要考虑其

与人的脸型的密切关系。

无领设计的参数化从纸样设计方法来看，无领设计就是改变原型横开领与直

开领的尺寸，确定新的领口位置点，然后用不同造型的领窝弧线连接所形成的领

型结构。其中包括领口开宽量，等于领圈围半径与领上口围半径的差，变化范围

在基础领圈围N--分之一肩宽之间。领口开深量，也就是因领圈开大而产生的直

开领加深量，原则上是在基础领圈围到胸围线之上3-4cm处范围变化。

此外，在女士上衣无领结构的设计中为了避免领口不贴体现象，后开领开宽

量一般要在基础领圈围上加放0．5．0．7cm；前开领开宽量可根据领子的类型作不

同处理，一般开门领可做一个0．5．1．5cm的撇胸，贯头领可将前侧颈点下降

O．5．1．Ocm的量或将肩线向中心线方向平移0．5．0．7cm，以缓解前胸部位的多余量

使领口处能够贴体。不同参数的取值与组合形成了各种变化丰富的无领造型及结

构，如图3．-4所示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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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无领的参数化

百二军F百丽玉；；『1丽—而
幽3-4无领结构参数

表3-1常见领口参数表 单位：铀

顿口领 方领 一字顿 v字颁

胸围，12+0．7=a a+b a+b a+b

后领口宽
或领围／5+0．7=a 0<b< 4<b<肩 O<b<小

BLW
小肩宽 宽 肩宽

后顿口宽／3=at3 a／3+d a／3+d aB+d

后颁口深
0<d< 之<d< 0<d<腰

BU{
2aB 节长

后领口宽 a+b-0．7 a+b-07 a+b-07

前领口宽
0<b< 4<b<sb 0<b<小

小肩宽 肩宽 肩宽

前顿口宽+1；a+0 3 a+c a+c a+c

前领日深
0<c< d<c<3 5<c<腰

FuI
10 节长

撇胸量 0．5—1 5 0．5—1j Oj—1．5

领口弧线长 顿同 >顿围 >领丽 >顿围

度

其中：b为领宽调整参数：d为后领深调整参数；c为前领深调整参数

簿甜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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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蕊、栅

磷萱：雾{题宣＼l·爹
32立领

领子是为包绕、美化人的颈部而设计的，人、领、

领既是独立的设计部件，在设计时又必须考虑

到它与人(脸)和服装款式的协调统一。如图

3-5是服装中常见立领结构。其中包括中国传统

服装旗袍的典型领子结构⋯中式领㈣。立领
的结构要素除了领口之外，有了领子(一般只

有底领)，立领结构相对简单，但其变化原理

揭示了各种领型的共同规律，对各种领子的结

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3．1．1立领成型原理

人体结构复杂，外表面呈现不规则几何体

特征，由于袭领位于颈部与胸腔两个立体曲面相交的部位，造成了衣领结构的复

杂性与多变性口q。

为解析服装领型的结构原理，我们可以把人体颈部结构与衣领的关系概括成

图3-8所示。其中由图中可以看到，在领rl领的基础上，用一长方形面料围绕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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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即产生立领，当其在侧颈位置与水平面成直角关系，我们定义它为直角立领。

实际人体的颈部与胸廓成钝角，而且越靠近前颈中点角度越大，肩点附近越小，

且整体的颈部结构呈下大上小的园台状。因此要让立领贴切人体，则必须对领形

进行修正，在保证领底弧线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减小上口尺寸，形成类似园

台的钝角立领结构；当然，也可以在保证领底弧线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大

领上口尺寸，形成类似倒园台的钝角立领结构。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立领上n

尺寸和下口尺寸的差是决定领底弧线的曲率及弯血方向、制约领型的主导因素，

而弯曲的程度和位置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立领的造型．因此领上口尺寸、领下口尺

寸、领高的综合作用决定着领于的结构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内容。

3,1．2立领的款式结构变化

立领的变化丰富灵活，涉及的主要参数包括：领圈长度及采形、领上口长度、

领宽、领子的造型参数等。各参数的变化及其对领子结构的影响可分以下几种情

况进行分析研究，如图3-9所示。(注：此节各参数的定义参见3,1．3立领的参

数化模型)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设给定条件为：顿圈长度及采形与基本纸样领圈相差不

多的情况，此时A点与B点重合，b=0。

1)、当领上口尺寸小于下领圈长度时，为钝角立领。此时领高的加大受着

人体颈部结构的制约，一般不能超过颈长，否则将影响头颈的自由活动，产生不

舒适感。

参数取值：

颈长=5页高∞

颈根围=领上口尺寸=顿上口对应位置的颈围

领子特点：贴体度高，尺寸及款式变化相对稳定，主要变化参数为顿高，如

图3-6所示。领型设计的重点放在领角造型上，如图3．7所示。

是叁、蠡、受，二§参、，觇、，，妇队、，《k
、

’

低 中

图3-6领高变化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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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煲。
太圆角毽角

图3．7领角造型变化

叁j一

2)当领上口与下口尺寸相同，领高也以前颈长为上限，此时上口尺寸参数

失去了实际效用，形成直角立领。它与钝角立领的性能及参数要求相似，但也正

因为如此，领子有了翻折的可能或必要。当领高加大时可采用向下翻折，来解决

领子对颈部活动的限制，形成连折立领。此种形式可以有双折和多折等多种形式。

参数取值：

n·颈长=领高=仉n=l，为立领；n=l为连折或多折立领。

颈根围=颚上口尺寸=领上口对应位置的颈围

3)当领上口尺寸大于领圈尺寸形成锐角立颁．此时领高参数受颈高的限制

相对减少，其参数及结构变化的空间增大、形式更加多样，图3-8。

参数取值：

领高=4+口l，

领上口-基本领圈囝。

惠枣惠霆
圈3-8锐角立领颁高及领型变化

当领圈长度及采形与基本纸样领圈相差较多的情况下，A点与B点不再重

合， b变为一个正值常数。也就是立领的领圈扩大，领圈的侧颈点由基本领圈

侧颈点逐渐向肩点移动时，通过领上口尺寸与领下口尺寸差和领高参数变化分

析，仍然可以归纳为钝角立颁、直角立领和锐角立领三种情况，只是领高受颈高

的影响有所不同，最终产生领型的变化。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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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立领的参数化模型

如图3-9所示，以领上口、下口尺寸差的改变所造成的领型变化来定义立领，

则可细分如下：领上口尺寸大于领圈尺寸则形成锐角立领，此时领面与水平面的

夹角(90度，如图3．9a所示：领上口尺寸等于领圈尺寸则形成直角立领，此时领

面与水平面的夹角-90度，如图3-b所示；领上口尺寸小于领圈尺寸则形成钝角立

领，此时领面与水平面的夹角>90度，如图3．9c所示。图中角度指领面与水平面

形成的二面角，一般以侧颈点处的角度为准。

罄燎碡
a锐角立颁 b直角立颁 c钝角立颁

图3．9立领的基本造型及本文所用设计参数的定义

图中所示：

A为领圈侧颈点

B为基本领圈侧颈点，其对应的虚线为基本领圈线

C为领上口侧颈点

D为颈高对应的侧颈点

BD为颈高，用a表示

DC为设计量，用口·表示，以D点为原点，向下为负值；向上为正值。

r为领圈半径，r1为领上口半径， f2为基本领圈半径。x为基本领圈与领圈

的半径差，即：X-r2．r

A与C点的水平距离为开领参数，用c表示，C--I"．rl

AB的垂直距离定义为b，是因领圈半径变化，由肩斜所产生的领高参数

b-'x×tagfl

B为肩斜角

AC为领宽，领宽的基点设在基本领圈的侧颈点的位置。由基本领圈向颈部

延伸为正值，由基本领圈向衣身方向延伸取负值。

参数化说明：领宽：AC：、／(口+易+口t)2+c2

下面分两种情况分析各参数对领宽及领子结构与造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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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圈形状与基本领圈相似、基本领圈围=领下口围=头围的情况：

此时领高参数受颈高的限制相对减少，其参数及结构变化的空间增大、形式

多样。

无翻折时：a为颈高

0=b=-(头围半径．颈根半径)·肩斜角的正切值

0=c=头冒．领髑国，当4l-．(4+b)时，c=0

4t为设计量，设取值范围．(a+6)=o·=0，

领宽=AC=√扣+b+41)‘+c。

状态1：．(4+6)=4l、则领宽=AC=q(a+6+。·)‘+c。--0．～无领

状态2。4·=o、c=头围半径一基本领围半径，则顿宽达到最大值。

状态3：当a、b、“ol的取值介于上述两种状态之间，则产生中间状态。

如4《、b-2。t瞎∥=0。7、c=1、41=-2，则领宽AC=4．8

：’c=1<2(基本领圈与领圈的半径差)．’．可以是领高为4．8的钝角或锐角立

领。同理，通过改变参数可以产生无数种中间状态。

以上状态当采用软面料时可形成折领或堆领。

有翻折时；领宽=AC=X／(a+6+叫‘+r

其中除4t外其他参数的变化范围同无翻折折情况，而。t的取值可毗相应增

加。理论上可以无限增加，但因受空间容量的限制，8t的取值应适当，以形成翻

折或堆积后的领子不影响颈部活动为原则。如4t=2(口+b)等。

2)颁圈形状与基本领圈相似、头围=领下口围=肩点围的情况：

领宽：AC=4t"+6+4矿+c．

当领圈围：顿上口围-肩点围时，(头围半径．基本领圈半径),tag#：b-(肩

点围半径-基本领圈半径)·tag#，O-'-c=肩点围半径．头围半径。以上参数变化的

范围明显大于如前所述的取值范围，但均在可控范围中。但由于各尺寸的变化，

4-的设计范围进一步宽范，甚至趋于无穷大。虽然考虑实用及审美等人为条件的

约束，其设计量的取值仍可远远大于第一种情况下口、b、c的变化区间。领子结

构及造型发生相应变化，如图3．10、3．11。

◎◇鹞巷
图3．10领高较大时锐角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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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生翻折及堆积时，领型及参数的变化如图3．11所示

圃由蛰禽
图3．儿领高较大时面料柔挺度变化立领结构随之变化

当领上口对应颈围=领上口围=领圈围时，领高某种程度上受到颈高的限制。

可形成立领、内折领、堆领。当4，>0，且领上口尺寸<头屡时，只能形成堆领、

内折领或开口立领．当形成折领及堆顿时，因上口尺寸小于领圈尺寸，所以领子

的翻折量及堆砌量均受到上口尺寸的制约，不能无限增大。领宽

Ac：V妒+6+。，)。+。‘--2(a+6)；当领侧面角不断增大，直到与肩斜重合时．

领宽Ac=x，立领变为镶边结构；当．(4+b)=ol、领上口半径=领圈半径时，c朝

领宽AC．-'-0立领变为无领。

惠霆惠
图3-12钝角立顿参数变化及领形的变化

当q>0，且领上口尺寸>头宙时，领子摆脱了人体头颈结构的限制．从领

宽公式Ac=V垆¨+4，J．+c-来看，由于q的可持续加大，领宽AC几乎可以无

限延伸。但由于领子的功能性、工艺性和审美好求的限制，领宽的变化只能在一

定范围中进行，但可以远远超过前面的2(4+6)。而且根据特殊需要可阻设计

出具有戏剧性的立领造型。当然，夸张的领宽需借助工艺方法和支撑方能直立。

当无支撑时钡宽的增加、领口的增大，必将领导致领面的下落与垂荡。但由于参

数的变化，垂荡领的形式发生变化，领上口的扩大使领圈线的前中心部分可能外

霸．从而产生独特的垂荡效果。这是前面几种情况下很少出现的领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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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臀
P矗≯f

◇j《
④。鬻

单折 寝折 多折 堆领

倒3-13直角立顿领离及领型变化

当领上口围；领圈围时，基本领圈围=领圈田=头围；领高公式

AC=√扣+6+4I)。+。4

由于是直角立领，领上口围度等于领圈围度，所以公式中的c=0．由于领上口

围度等于领圈围度=头围，所以领宽受颈高限制。参数取值如下：

当41=0时，钡宽Ac=a+b+4I：4p，一般为立领、低折领、堆领、小垂

荡顿：

41=0当4+6=4i 则领宽=0变为无领结构；

4t；o 则顿高=a+6为此条件下立领形式的领宽上限；

41=0则领高=口p超过颈高，可产生堆领或折立领，形式比领圈为基本领

圈时松散灵活，休闲宽松效果初显。常见款式如图3．13所示。

当领上口围=领圈围日寸t尼直雷!题圈围=头围时。

"．'c--O^领高AC：√扣+b+种‘+cf：口扣+。l

领高AC随着领圈的扩大，领宽的变化已逐步摆脱颈高的制约，而且领圈大

小越接近肩点围，这种变化越明显。因此领高完全可以按照设计意图及面料特性

自主确定。

3．1．4领底弧线与领圈弧线的关系分析

图3．14为领圈示意图，并设AM为横开顿、O'A弧线示意为直开领、007

为直开领和横开领之差。由图中相关参数计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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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一＼
o

＼ 一／
图3．14领圈

篇=警；一A C一京N

A C=A 8+8 C

最=毛N)京N=吾积+嘉N

冀=怒N或R=扣

立领的领圈周长需要稍小于N，以保证领圈的平整，即横开领删=磊N，而
直开领。么={N。

如图3．15所示，后领圈弧线的设计需要考虑肩斜度，一般肩斜角为

量fc谵言≈36·∥。图中脒=AMt景N，oD垂直于EK，后领圈弧线是由品+一DE
组成，前领圈弧线是由AB+BC，领圈周长是由2 A E=2(A D+D E)组成，其中

篇t艘峙暑盥霄尺(尺z磊N)枷·躬7N，D—Es刍N，故
√_～，o、J-～

2A E：2(A D+D。E)=2(9．437+0。05)N。2x0-487—～sO·974N

计算误差为0．026N，与实际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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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对于后面领底弧线与领圈弧线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图3—16。现在
，‘、，‘、

的问题是：领底弧线每增加lcm领圈弧线增加多少?即A E’与A E之差失多少?

e细：o()’=跃’=B'C’一C'C=B七=D’D=E’E 2意N

o+f=OB=霜7
N AD=0．437N

()A=1-．／4．DE=刍
证明：·．-or’=o℃+∽’。云N+去N。喜N—D，．4

．·．AC’={，cR*童x等-×喜．、r=基N
-。t OA=o。^一D。o=；N一南N*407，、z OF3

．·。AB=吉瓦R=量×弩∥毛N=：弱1 1．、．

’

又。．。鬻=粤叫∥：8 HD

BD；AD—AB：0．437N—HN=0．162N

．·．B'D’=导脚)=；m162N=0．185N

·．·C'D’=lq'D’一8℃’0．185N一去=0．1

因此：AF’。从’+C'D’+D"E’=315l。"’+

o．16N+嘉N
AE。，诵+BD+DF

=譬N+0．162N+两1
AE’一AE=羚m16N一

莉11．、．一0．162N
葛0．037N

又‘，’0．035N—1．4

@TB激麓：

0，037N一0．035N

=0 00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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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后领圈弧线示意

由以上推导可知，领底弧线每增加lcm，领圈弧线增加1．4cm。如前所述，

当领底弧线为2cm时，领圈弧线是否为2．8cm呢?

如图3．17所示，EE=DD=CC=2cm，则

巴知：0"0≈a!l。搿。盎N(如匪3-62)
胞2D劬l c'c_曰留2翥N
O'C=O妇t N

o．A=喜N，DE；2童0'V．AD=0．437N
证明：作AO’篮长至点0。．连络B'O’．使拧可．ItAO。一

·．‘朔=舯+胁=云N+J20N。未N
0"0=AO。一A0=R一磊jv

在RICO'08’中，勾殷定理：

R盈=(品N)2+(R一毛N)2得：足=

又’。’i叱哟℃；紫=瓣9砘9698
舶。-t．3247x0．232N=O，307N

·．． B。∥：善肋=罢x0．162N=o．208N
， jr

，’．Ajr=AB’+转‘D’+』)馏。

20·307N十o-208N+壳P 图3-17领底与领罔弧线关系

艇=肋+躔=o．437N+熹N。
刖r—AEt Co．307+0．208-0．437)NIt0．078N

又‘．‘0．07Nz2．8

．’． 误差：0．078N—O．0"7’N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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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推导证明了领底弧线每增加lcm，领圈弧线则增加1．4crn的结论是工F确

的【221。

3．3翻折领

从锐角立领的变化原理中我们知道：渐加大领底弧线下弯程度，上口尺寸不

断加大，当大到一定程度时，则外领(领面)要发生折弯现象，形成事实上的外

领(领面)和内领(领底)结构，这就开成了事实上翻折领。图3．18是几款翻

折领款式。

图3．18几款翻折领款式与结构

3．3．1翻折领结构设计原理：

用前后领圈弧线长度之和为领下口弧线长，设领面宽和领座宽相等，并以其

和为高，做一长方形，对折后围在人体劲部，并将领下口弧线与领圈弧线缝合。

就形成了翻领基型。通过实验可以看出：此时领上口弧线与领下口弧线重合，身

体稍做运动则后领面就会上爬露出装领底线。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的途径

就是增大领上口弧线的长度，增大领面宽度同时减小领座宽度，使翻折后的领子

领面可以完全覆盖住领座，形成有实用价值的翻领结构。而且在领下口弧线长度

不变的情况下，领上口弧线长度增加的越多，则领子的翻折部分越大，因此领上

口弧线的长度变化值就成了设计翻领结构的重要参数，我们定义它为翻领松量。

通过领子切展方法，加长领上口弧线，可以形成不同翻领松量的翻领结构。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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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领上口线的切展部位及切展量的不同都可以影响领子最终的立体造型：通

过切展，领子结构已由原来的长方形转变为成类似扇形的形状。领下口弧线的长

度没变但形状已由原来的直线变化为一条弧线。同领口松量一样，领下口弧线的

曲度是决定翻领成型后立体造型的关键【231。

3．3．2翻折领设计的参数化

从翻折领形成原理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翻折领结构的主要参数有：

领下口长度=领大=(A+口)／2。其中：△和口分别为前、后领圈弧线长。

后领面宽：a后领中心点对应的领面宽度。

后领座宽：a’ 后领中心点对应的领座宽度。

前领宽：b前领角的宽度

倒伏量：c领下口弧线在领后中心线的起翘度

前领造型角：S前领轮廓线与领下口弧线的夹角。

前领角造型参数：m和n

一般翻折领的领座高大于1．5cm而且领面的宽度至少比领座宽大0．5cm以

上，同时通过改变m、11的值及倒伏量的大小，就可以得到丰富的翻折领造型，

常见的有：方领、园领、盆领、尖领等。

由于下面研究的领型较立领复杂，影响参数更多，为更好的表述，引进逻辑

算符“与八”和逻辑表达式【241。

翻折领结构的逻辑算符表示：

A>I．5Ab>a+0．5八领大=(A+口)／2八a八a’八b八c八S八m八n一翻折领

表3．2常见翻领领型参数表 单位：cm

方领 园领 盆领 尖领

领底长度 (A+口)／2 (△+r-I)／2 (△+口) (△+口)

／2 _／2

后领面宽：a 4 3．5—_4．5 5 4

后领座宽a 7
3 3—4 2．5 3

前领宽：b 7 4．5 9 8—10

前领造型 90 90 120 100

角：s

前领角造型 M=n=0 b／2<M=n<b M=n=0 M-n=0

参数：m和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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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扁领

立领报难形成高立领，主要是因随着领上下日尺寸差的增大，领子侧角相应

加大．如果没有支撑，受重力作用领面将翻折、堆砌或垂荡如图3-19所示。这

里的a1的取值可以大于直角立领中的取值，主要原囚是领上口尺寸的增大，容

量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堆砌层次及量，而且不会影响颈部的活动及舒适感。

在翻折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领底弧线下弯程度，当其与领窝弧线相同时，其

领座完全消失，变成扁领。

当领口尺寸等于或大于领宽尺寸在衣身上对应部位的围度时，形成事实上的

扁领结构，除非有特殊工艺支撑，领子会自然翻下平辅在丧身表面。

穆癣赣癣髫
图3．19立钡随顿高和领上口的增大而变化到扁领与堆顿

豁
圈3-20两款扁顿结构

但一般情况下，不采用领下口弧线与领圈弧线完全相同的设计，而是让领底

弧线略直于领窝弧线的结椅，图3．20。主要原因有两点t

一、从结构上讲．扁顿整体结构弯曲过大而出现斜丝，领上口易拉长，出现

领子不平服的现象。通过改变曲度，减小上口尺寸的方法，可能有效地避免这样

现象的产生。

胬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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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圈弧线曲度小于领窝弧线，可能使扁领结构保留一定的领座结构。这

样一方面可以使绱领线隐蔽，一方面还可以减小人体与衣领的磨擦。常见的扁领

有：海军领、披肩领、荷叶领等。

3．4．1扁领结构设计原理

扁领的设计一般以前后衣身的领圈结构为基础上进行，首先对齐前后衣片的

侧颈点，并使肩点重叠，由此产生的领圈弧线为扁领的领底弧线，再跟据领型要

求，在衣片上确定扁领的领外口线。重叠量的不同，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领外圈

的大小，因此也就确定了领座的宽度，由此可见领座的高低取决于衣片结构肩部

重叠量的大d,[14】。一般来说，随着重叠量的增大，领座的高度在不断地增加，

实验证明重叠量每增加1．5cm，后领座增高0．3cm。而且肩点重叠4cm时，扁领

的领座高为lcm。但是，重叠量一般不能超过5-6cm，否则领围线将失去原来的

造型，产生不顺现象。

3．4．2扁领结构设计的参数化

从扁领形成原理分析及结构图中可以看出，影响扁领结构的主要参数有

领底长度：领大=(△+13)／2。其中△为前领圈弧线长，口为后领圈弧线长

后领宽：a后领中心点对应的领面宽度。

前领宽：b前领角的宽度

肩点重叠量：c对齐侧颈点，重叠肩点后两肩点的直线距离。

前领造型角：s前领轮廓线与领底弧线的夹角。

前领角造型参数：m和i1

一般扁领的领座高小于1．5cm，而且领面的宽度远大于领座宽，同时通过改

变m、n的值，就可以得到丰富的扁领造型。若b大于小肩宽则开成披肩领，小

于肩宽则形成普通扁领。

扁领结构的逻辑算符表示：

0<a<l。5八b>a八领大=(△+口)／2八a八b八c八s八m八n_扁领

表3．3常见扁领领型参数表 单位：cm

海军领 荷叶领 披肩领 尖角扁领

领底长度 (△+13)／2 (△+口) (△+13) (△+口)

／2 ／2 ／2

后领面宽：a 12 10 22 6

后领座宽a
7

0．6 1．2 O 0．5

前领宽：b O 10 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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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量c 5 2．5

前领造型

角：s

前领角造型 M=n--O M=Ⅱ=O

参数：m和n

3．5翻驳领

蕊驳领是在西装领的基础上产生的领型系列。这类领型的外观式样及内在结

构变化多样，是现代时装设计中运用很广泛的领型。在基本翻驳领的基础上，通

过改变直开领的长度、串口线的斜度、顿嘴的形状、驳领的宽度、驳领的形状、

翻领的宽度、领外口线的形状、驳顿与翻领的比例以及搭门宽度等均可以改变翻

驳领的造型，如图3-21所示。

鬻黪
}骚顷

务蹶耩
F铡麟

抱Ⅸ《 ■景《

图3．2I几款驳领款式与结构

◇。岛。，、、、，，／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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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翻驳领结构设计原理：

翻驳领的造型变化丰富，将它的翻领看做翻折领结构、驳领看做扁领结构，

也可以说几乎据有所有领型结构的综合特点，因此也是领子结构中最复杂的一

种，是领子结构设计中的一个难点。影响翻驳领结构设计的因素很多，而且各因

素之间又互相作用，互相制约。

倒伏量：即翻领松量，是影响翻驳领造型的重要参数。倒伏量过小，使肩领

外围容量不足，可能使肩部挤出褶皱，同时领嘴拉大而不平整。倒伏量过大，则

使翻领外口容量增大，使翻折后的领面与肩胸不服贴。因此倒伏量的变化取值是

翻驳领设计的重点之一【2引。基型翻驳领倒伏量为2．5cm。

影响倒伏量的主要因素如下：

(a)翻领止点的上升，倒伏量增加，一般每上升lOcm，倒伏量增加lcm．。

反之亦然。

(b)翻领领面与领座宽度差越大，倒伏量越大。在领宽增大的设计中，一

般领座宽度并不需要增加，因此领面增加的部分要向肩部外围延伸，这就需要增

加倒伏量，来增大领面的容量。一般领面增加lcm，倒伏量需增加lcm。

(c)材料不同对倒伏量的影响也不同，一般粗纺面料伸缩性大，倒伏量可

比正常状态小0．5cm左右。

(d)领嘴结构也是影响倒伏量的因素之一，采用无领嘴结构形式时，倒伏

量可能比正常状态大0．5cm左右。

3．5．2翻驳领设计的参数化

除倒伏量对领子的结构设计有影响外，领子的宽度、领嘴的尺寸、串口线的

形式、叠门的宽度等都是影响翻驳领结构的重要参数。

后领底长度：口等于后领窝弧线长度。

后领座宽：a后领中心点对应的领座宽度。

后领面宽：b后领中心点对应的领面宽度。

倒伏量：c切展领外口，后领中心点与领底弧线的交点，以侧颈点为园心旋

转所得弧线所对应的弦长。

叠门宽：d

肩领嘴宽：☆肩领前领宽

驳领嘴宽：◇驳领领嘴宽

领嘴角a：肩领领嘴与驳领领嘴的夹角。

驳头宽：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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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领角造型参数：m和n

驳领角造型参数：o和P

前面讲翻驳领的肩领具有翻折领的特性，因此： a>1．5、b>a+O．5

翻驳领结构的逻辑算符表示：

A>I．5Ab>a+O．5AuAaAbAcAdAfAm AnAoAp堋驳领
表3。4常见翻驳领型参数表 单位：cm

八字领 戗驳领 青果领 燕尾领

后领底长度 口 口 口 口．

后领面宽： 3．5 4 4 4

b

后领座宽a 2．5 2．5 3 2

倒伏量c 2．5 2．5 2．5 3．5

叠门宽d 2 8 2 2

领嘴角a 86 0 O O

肩领嘴宽☆ 3—一4．5 3 0 0

●

驳领嘴宽◇ 3．5．．5 5．5 0 O

驳头宽：f 8 8 7 10

翻领角造型 M=n=O M=n=0 M=n=O M=n=O

参数：m和n

驳领角造型 o=p=O o=p=O o=p=O o=p=O

参数：0和P

3．6披肩与领帽

如图3．22与图3．23所示，再度适当增加领宽，并控制领外口形状，领子结

构甚至可以转变为披肩与领帽结构。



天津I业大学硕十学^：=)=论文

瓷瓣
倒3+22披肩颁

3．7领宽由量变到质变的款式特点

图3．拈领帽

领上口进一步扩大的同时，领宽加大。则顿子结构发生质的改变，随着长度

延伸割肩、腰、腿部，分别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披肩、短披风、长披风等服装结

构。继续加长，让后身拖地则形成装饰性更强的拖地礼服结构。常用在婚纱设计

当中。正如前文所述，当领宽增加到一定程度，已从领宽变为衣长，因此领子的

特性完全消失，从而转变成服装当中一类单列的款式。

3．8衣领参数化小结

衣顿的设计．尤其是女士上衣的衣领设计对服装整体设计而言是十分重要

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影响衣领设计的因素很多，款式与结构变化也很丰富。由

以上分析可知，衣领的参数化设计应当以领高(或领宽或领座与领面的宽度)为

主要参数，以领围(基础领围、领根围)和颈领倾斜角度与肩斜角等为主要参数，

并依次分解、演绎出相关参数，使袭领的设计快捷、操作简便、变化灵活，充分

体现出服装纸样参数化设计的优越性。

基础领口参数：

后横开领：胸围／20或领围，5

后直开领=后横开领，3

前横歼镀=后横开领+o．5．0J

前直开领=前横开领+1

基础领围=后领口弧线+前领口弧线+05，1．0

领围=基础领围+设计调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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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高(领宽)=底领(内领)+领面(外领)

领高=0无领

领高=颈长立领(无领面)、翻领(无领座)、堆领

领高-m颈长翻折领、驳领、披肩领或领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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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衣袖结构的参数化设计

4．1衣袖设计的基本原理

4．1．1衣袖设计的理论分析

在领子设计中，随着领宽的加大，逐渐成为披肩、披风结构，图4．1。

图4-1披肩与披风

去掉腋下多余的部分，原来的披风转变成具有衣身和衣袖的服装上衣结构，

合体性、功能性及美观性均得到提高。当人的上肢水平伸展时，服装与人体的结

合相对完美、平服而且没有多余的皱折。当人体运动或手臂下垂时，腋下仍然有

褶，衣身部分腰、胸、臀部均有不同程度的余量，为了使服装更贴切人体，则需

将平面的服装立体化，立体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分割，同时在分割结中将平面结

构中多余的部分去除，因而产生了省的概念，只是省的表现形式多样且变化灵活。

最常见的省主要集中在胸腰部位，但实际上肩与袖的分割也是省的一种表现形

式，阴影部分即为省量，只是省的形状较复杂，图4．2。当衣身与衣袖相连时，

为了方便活动，合体结构中要加袖裆设计，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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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40衣袖与表身的分割

b

。。獭||
辔獭。。≥

图40袖裆的存在

由此可见：通过分割及省道的作用，衣袖己从衣身部分分离出来，成为一个

独立研究的对象一．-衣袖。也正因为以上分析，衣袖的分割、施省及细部处理就

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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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连身袖形成原理

①从肩点开始的分割⋯一园装袖1；

②从肩线及领圈开成的分割⋯一插肩袖2、3

⑨从前后中线形成的分割⋯一冒肩袖4；

④从侧缝及摆缝形成的分割⋯⋯连身袖5、6

当然这些袖型都是最常见的袖型结构，除此之外还可以产生很多其他的袖型

结构，只要我们在袖片分割时合理选择位置，并溶入省量，达到服装贴体的设计

要求即可。当然衣袖从衣身分离出来后，我们同样可以根据手臂的造型及功能要

求，对衣袖进行分割、收省等处理。因此又产生了多片袖结构，使袖子外观趋于

完美，功能及舒适性进一步提高126l。

衣袖从衣身分离出来后，缝和衣身侧缝，则在装袖的位置形成一个孔洞一袖

窿(armhole)．设袖窿长为All则与之匹配的袖山部分的长度必然与之相妨。由图

4．2可以看出，衣袖由衣身分割出来的形状如图4．2b所示，不考虑省的问题则转

变成图4．2a的直线形。为了保证与袖窿匹配AC“AH／2。下面对袖山参数进行分

析，图4．5。

第一种情况：在保证袖山与袖窿的尺寸配合，即AC长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C点沿竖线向下移动，最终与B点重合；A点沿水平线向外移动，到达A1点，

水平线A1B的长度等于AH／2，则袖子相对肥而宽松。

第二种情况：当C点沿竖线向上移动，A点沿水平线向袖中线移动，并与B

点重合时，竖线BC等于AH／2，则袖肥变为零，袖肥小于手臂的实际围度，因

而产生不合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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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在第二种情况的基础上，减小袖子BC的高度，增大AB的长

度，并使AB>手臂围度，同时保持AC的长度等于或近似等于AH／2，从而产生了实

际袖子结构所必须的三个参数：袖山高BC、袖肥AB、袖山斜线长AC。

从这种转变过程中，还可能看到：为保证AC与袖窿的匹配AB和BC必须

成反比关系。即：AB增加、则BC减小。同时AB和BC的取值是多样化的，

因此也就为不同风格袖子结构设计提供了可能性。

C

∥
＼A B

C

／。
＼A 日 ^

／
q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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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袖山高和袖肥参数变化

如紧身服装，按臂根形状确定袖窿形状及尺寸后，在绘制袖子时可先根据臂

围确定袖肥，再用袖窿长AC做斜线确定袖山高，当面料有弹性时，结构设计可

以相对简化。相反，在设计宽松服装时，袖肥将远远大于臂围，为尺寸配合需要

袖山高要下降。如前所述：最低可以降到零。甚至出现负值(袖山与衣身分割线

的位移，开成实际的借进借出关系)。

对于袖子本身，除袖山结构外，重要参数还有袖长和袖口尺寸，各种不同的

耿值，可以产生丰富的袖子造型及结构。如袖长变化：若肩点为袖长的起点设为

零，则袖长可以取负值，开成窄肩无袖结构。袖长不断增加，则形成一分袖、

二分袖、三分袖。。。。。长袖(长袖)及超长袖等，图4．6。

袖口的采寸从理论上讲只要大于对应部位臂围，均可以成立，而且一直可以

扩大到任意数值。在实际应用中考虑工艺性、经济性、装饰性、实用性等多种因

素，袖口的采形相对保守。

丰富的袖长取值，配合不同的袖口取值则可形成满足各种设计要求的袖子造

型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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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_6袖长与袖口参数变化

当袖口远远大于实际臂围时，结构宽松，袖子的结构趋于简单，在基础袖型

的基础上进行切展即可；当袖口及袖肥均接近人体手臂的实际围度时衣服合体，

则其结构设计不仅取决于静态尺寸，而且受手臂运动机能的制约，结构设计变的

复杂细致，一般可通过分割及余缺处理来实现设计要求。如一片合体袖、两片袖

结构、多片袖结构等等。

通过以上实例可以看出，袖长及袖窿线长度及位置的改变是制约袖子结构变

化的主要参数之一。由此可见衣袖通过袖窿线从衣身中分离出来，并通过各种具

体的变化形成长短肥瘦各种风格恫异的袖子结构。而分离后的衣身同样可以通过

分割收省要展等开成丰富的结构及造型变化。 ．

4．1．2袖子结构的精细化处理

袖型结构是根据人体肩、臂部的自然形态及运动规律而设计的。手臂是人体

中运动副度最大，变化范围最广的部位，且要求袖子在穿着时静态美观、动态舒

适。因此，袖子的结构设计自然成为服装结构设计的重要内容，袖子也是体现服

装实用功能的关键部位。如果说，合体性与机能性是服装设计中永恒的主题，那

么这个问题在袖子的结构设计中表现的尤其突出。

袖子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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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片袖

厂装袖_{两片袖

I L多片袖
袖子<

L耐馏翼
人的手臂以肩关节为园心可以上举180度，后伸60度、外展180度、内收

75度。而且主要是向前运动，手臂下垂时自然弯曲的平均值一般在7度左右【271。

袖子的基本形式是筒状，这是由人体手臂的外形所决定的。但由于人的手臂

一般处在自然下垂的状态，这时就会在腋下形成多余的褶皱，直接影响了袖子的

舒适与美观。因此用一斜面来截取袖筒，以去掉多余的部分，就形成了具有袖山

结构的合身袖结构。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分割、变形及调整就可以得到各种各样

的袖子结构。

袖子设计中最关键的两个参数是袖山高和袖肥。袖山高指由袖山顶点到落山

线的距离。袖肥指袖子在落山线上肥度的1／2。由于袖山要和袖窿配合，因此袖

窿弧线长决定了袖山斜线的长度，也制约着袖山高和袖肥的变化。一般情况下，

当袖山斜线不变时，袖肥越大，袖山高越低，袖子越宽松，运动性能好，但合体

性下降。相反，袖肥越小，袖山越高，袖子的合身度提高，但运动舒适性下降f2剐。

基本纸样的袖山高～般用AH／3来确定，称为基本袖山高，代表一个合体服

装的的状态。

袖山是人体肩部形态在袖片的的反映，因些它除了要满足型体与运动的需要

外，还要受到袖窿的限制。袖山要包括肩部半球状形体，所以合体袖的袖山弧线

长度都大于袖窿弧线的长度。多余部分称为吃势。袖山与袖笼配合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尺寸数值上的对应，二是几何形状上的对应。

数值对应关系：

①袖山与袖窿的数值相似但一般不取同值，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所讲的吃势

所致。而影吃势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a)袖山高：袖山高越大，则袖子越瘦，需更多的吃势来增加肩部容量。相反

袖山越低则吃势越小。

b)面料厚度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面料越厚则缝合处内外层的长度差越大，

因此吃势越大，所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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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缝份的倒向：若缝份倒向袖子，则袖山在最外层，因此需求的容量就越大，

也就是吃势越大。若缝份倒向衣片．则袖山位于最里层，柚山可以略小于袖窿，

吃势为负。当缝头两边倒时，袖山应与袖窿等长，吃势为零。

一般厚料合体服装的袖山吃势：3．5啪；中厚面料合体服装的袖册吃势；
2-3．5em；薄型面料台体服装的袖山吃势：0-1．5cm

几何形状上的对应关系：由于肩部呈现球面造型，因此所对应的袖山上韶应

增加容量，所以吃势并不是均匀分部在袖山线上，而是主要分布在袖山的上部。

4．2一片袖结构的参数化设计

图4．7是柚子原型，但事实上，人体上肢的形态是微向前倾的．在肘关节

以下，手臂中线与竖直线形成7度左右的夹角。为了符合手臂的形态，农袖必须

进行相应的调整。袖中线在袖口处向前偏移，一般取值1．5cm左右，叫做袖口前

偏量；同时前袖缝变成内凹线。后袖缝呈现外凸形，后袖缝线长出的部分通过省

道解决。变化后的～片袖是典型的合体一片袖结构，图4-80

釜

豳4．7

4．2．1一片袖结构的主要参数

前袖山弧线长：前All

后袖山弧线长：后AIt

目w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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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长：SL

袖口大：CW

袖山高：H

袖山调整参数：k

袖口偏量： f

弦高a＼b＼c＼d

一片袖结构的逻辑算符表示：

前AH八后AH八SL八CW八H八k八f八a＼b＼c＼d一一片袖结构

表4-1常见一片袖参数表 单位：cm

合体一片袖 宽松一片袖

前袖山弧线 前All 前AH

长：

后袖山弧线 ． 后AH+1 后AH+1

长：

袖长：SL 臂长 臂长+3～5

袖口大：CW 腕同+2～8 腕同+2～8

袖山高：H AH|3+k AH{3+k

袖山调整参 -1～2．5 ．5～．8

数：k

袖口偏量： f 2 O

‘

弦高a＼b＼c＼d 1．2＼1．8＼1．5＼0．7 0．5＼1＼1＼0

4．2．2常见一片袖款式及其参数变化对造型的影响(见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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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体一片袖 紧口宽橙一片袖 喇叭袖

幽4-9一片袖参数变化对造型的影响

4．3分片袖结构的参数化设计

开口宽桃一片袖

为了达到更好的蔓理想的造型效果．在一片袖的基础上，通过转省，分割，

大小柚互补等处理方法，使一片袖变为两片或多片袖。在进行袖子分片时，为了

避免成型后前后袖缝线过份暴露，影响外观，所以通过互补原理进行了增加袖偏

量的设计。袖偏量的大小对袖子的塑形有所影响，互补量越大。加工越困难，但

立体程度越好。相反则加工越容易，立体效果越差。一般前袖互补量大于后袖互

补量，主要日的是尽可能的隐蔽结构线，形成完美的视觉效果，图4一10所示leg]。

前袖偏量为2．5，后袖上偏量为2．5，下偏量为0，是一般两片袖结构的常规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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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4-10两片袖参数化制图

4．3．1两片袖结构的主要参数：

前袖窿弧线长：前AH

后袖窿弧线长：后AH

袖长：SL

袖口大：CW

袖山高：H

袖山调整参数：k

袖口偏量：f

前袖偏量：i

后袖上偏量：i

后袖下偏量：i’

弦商帅、州

参数的变化可以改变袖子的造型，图4．11

4．3．2两片袖结构的逻辑算符表示

前AH^后AHASLACWAHAkAfAiAjAj’^a＼H州一两片袖

翥恭嚣



第四章衣袖结构的参数化设计

表4．2分片袖参数表 单位：cm

两片袖 变形分片袖

前袖山斜线长 前AH+0．5 前AH+5．10

后袖山斜线长 后AH+1 后AH+6．12

袖长：SL 臂长+2 臂长+2

袖口大：CW 腕同+6．8 腕围+2

袖山高：H AHl3+1．2 K&|3+k

袖山调整参数：k 1．2 4．8

袖口偏量： f 1．5．2．5 2

前袖偏量：i 2．5．4 0

后袖上偏量：j 1叫4 0

后袖上偏量：j 0．2 0

弦高a＼b＼c＼d 1．3＼2＼1．8＼1．1 1＼4＼4＼0

后袖偏量从辟3到e昌0的变化 袖山调节参数酾的变化

图4—1l两片袖款式及其参数变化对结构的影响

4．4连衣袖结构的参数化设计

一片袖、两片袖结构均属装袖范畴，也就是说袖子与衣身完全分离，再经一

定工艺方法缝合在一起。连身袖则是袖子与衣身部分相连，这种结构形式的变化，

使连衣袖的结构设计方法与前两者有了根本的差别，但是袖子的贴体度仍然由袖

山高决定，袖子本身也同样可以通过分割及省道转移，增加其合体程度及造型。

常见的连衣袖有：中式连衣袖、插肩袖、半插肩袖、覆肩袖、连育克袖、分割衣

片连身袖等等。

中性插袖的结构图及参数表示，图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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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中性插肩柚设计

4．4．1中性插肩袖的制图步骤：

①过前肩点作与水平线成a=45度角的斜线，长等于袖长，过端点作垂线得

袖口线。@过斜线上与肩点距离等于基本袖山高的点，做斜线的垂线得落山线。

⑧过前腋点向落山线做弧线，长度与前腋点至胸围大点的袖窿弧线相等，方向相

反，得柚肥点。④在袖口线上，再量取袖口大点。@在领口弧线上，从侧颈点向

下量取e=6，确定分割起始点。连接分割点前腋点和袖肥丈点，得袖子与衣身

的分割线；连接袖肥太点与袖口大点得袖内缝线：连接袖口线及袖中缝线完成插

肩袖的前片结构图。后片制图方法同前片，只是a角的取值小于前片3．8。，图

4．1213t，1。

4．4．2插肩袖结构的主要参数

袖中线倾斜角a

袖山高；基本袖山高—柚窿开深量k

袖长：SL

袖口大：CW

袖山高：H

袖山调整参数：k

袖口偏量：f

分割线起点参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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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插肩袖结构的逻辑算符表示：

aASL八CWAH八k八fAc_插肩袖

图仁13常见插肩袖款式及其分割线位置参数变化对结构的影响：

分隔现在领口处 分割线在前襟处

图4-13连身袖(插肩袖)设计

表4．3常见插肩袖袖参数表 单位：cm

中性插肩袖 连育克插肩袖

袖中线倾斜角a 45 45

袖长：SL 臂长+2 臂长+2

袖口大：CW 腕围+h 腕围+h

袖口大调整参数：11 6．10 6．12

袖山高：H AH／3+k AH／3+k

袖山调整参数：k 0 0

袖口偏量： f O 2

分割线起点参数c 6 前领弧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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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衣身结构的参数化设计

5．1女式上衣结构设计

女装设计相对于男装设计而言在款式方面具有较大的变化空间，一个重要

的因素是衣身从服装整体结构设计中分离出来，并通过收省、分割、切展、改

变长短等技术手段，形成了变化丰富的衣身变化，也使服装的整体造型与风格

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

女装结构的主要形式：①断腰式：断腰式的造型特征是衣片在腰缝处断开，

可以理解为上衣加裙子。图5．1a。②连衣式两开身：连衣式结构较断腰式、公

主式简单，由于缺少腰线或公主式的辅助省量处理，结构设计难以理想地贴体。

恰恰这一点成为了连衣式的造型特色。服装中许多款式是以连衣式为结构进行

设计的。如图5．1b所示。③三开式：三开式结构主要用于西服、大衣及套装较

多，夏季套装也用。从西服的造型来说，下摆的打开并不太大，摆放量的大小

根据设计师具体的款式造型而定。三开式的结构特点是取消侧缝，省量处理只

分配在前或后。因此，三开式较连衣式贴体，较公主式松身，5．1c。④公主线

四开身：公主式比断腰式增加了两条重要的竖结构线——前中缝和后中缝，因

此省量的分配较断腰式均匀、合理，造型中结构设计有更大的空间，5．1d。⑤

公主线六开身：喇叭式原型较连衣式松身，造型上最大的特点是喇叭外形，胸

围以下的腰围、臀围是随着下摆喇叭打开量的大小以及衣长(裙长)长度的设

计而确定的。如图5．1e所示1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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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主要结构

从图中可以看出：衣身的纵向分割主要以常见的四分、六分、八分等，这

是服装专业长期使用的计算及分割方法。这种方法计算方便，下料裁剪容易，

很适合手工操作的工作模式。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辅助设计

技术和辅助加工技术的引用，使服装衣身结构的分割处理方式变的更加灵活、

形式更加多样。五分、七分、九分⋯．．甚至设计师可以想到的任意分割模式均

变的简便，易行。所以服装衣身结构的分割方式，可以有n分法的形式出现。

．5．2省道设计及省道转移

女性体表凹凸起伏变化主要体现在胸凸量及胸腰差、臀腰差比较大，受此

影响，女装结构设计中省道设计便成。了不可缺少的设计要素。并且对基本省

量进行剪切、转化、旋转、平移、变换等手段消除衣身裁片上所产生的褶皱、

重叠、余壅等现象，实现女装设计神奇的艺术效果。在省道的组合应用中，省

与省连接转化出了直线造型之外，多采用曲线和弧线，这不仅是造型的需要，

也是省道的功能与作用的需要。在转换组合过程中省端点尽可能接近或经过所

塑形的隆起部位，以保证合体与结构平衡，开省之后服装的轮廓仍须保持圆顺

且规格不便。因此，省的设计及其组合变换是决定服装造型的关键因素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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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省道形成过程示意

忿忿忿瓜

觚忿忿风

图5．3女装上衣省道种类

图5．2时省道形成的过程，图5．3时省道设计的若干种类。省的构成要素

有省量、省位和省的尖点。其中省量是省结构的基本要素，省量越大，省缝合

后的隆起也就越大，相反省量越下，越趋于平坦。一般“省量”是个整体概念，

即产生隆起造型的省量可以分解为若干个分量，但其总和是与“省量”相等。而

省位就是省设计的位置，省的位置不同只是视觉效果不同，而作用或者说要达

到的造型是相同的。不过恰恰是这种不同才体现了服装设计的艺术性，即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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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平移和转动。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省的不同形态也给省结构的艺术效果带来神

奇色彩，图5-4。

5．2．1腋胸省的设计应用

图5_4省的各种形态

自BP点向下4-5cm处为省尖，

装穿着比较舒适，腰部也比较合体，

向腋下连线并肩开成腋胸省，这样处理服

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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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领胸省的设计应用

图5-5腋胸省设计

连接领弧线上任意一点与省尖点，把胸省转移到领弧上，使领弧产生增量，

进行抽褶。褶裥是服装造型的重要手段，抽褶和打裥的目的是将扩大的裁片面

积所产生的增量缩小。这样是服装与人体之间的缝隙量增大，同时又产生了极

佳的装饰效果，图5-6。所需要转移的省量视褶裥效果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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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胸省的设计应用

图5-6顿胸省设计

卜¨7萋
沙＼肌：、f。蒜参一

胸省可分前胸省与侧胸省两种，前胸省是以BP点向前中心线垂直剪开，

将腋下省或腰省的省量部分或全部转移到此处，使中心产生余量．用来作抽褶

等装饰效果。而侧胸省则是由侧缝线向BP点剪开，把腋胸省或腰省部分或全

部转移到此处。多数情况下侧胸省是与分割线和并在一起，这样不仅满足了款

式设计的要求，而且是服装造型更合体、更完善，图5．7[a3】刚【蜘。

：萋、．谬嘲盔 ， E’一”，

创5．7胸省设计

需圈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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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肩省的设计应用

肩省的设计由于肩部距BP点较远，应尽量使省尖通过或接近BP点，这

样才能完成省的转移并保证了服装的平服，而且一般省量不宜开得太大，设计

时只将部分省量转移到此即可，图5．8。

5．3褶裥结构设计与应用

图5-8肩省的设计应用

褶是服装款式中以面料聚集呈皱褶效果而命名的。它具有取代省缝，在造

型功能之处，还能起到强调和装饰美化的作用。上衣做褶采用缩褶和活褶形式

较为普遍，这是由上衣形体结构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5．3．1褶结构设计与应用

与胸省一样，胸褶也是女装常用的一种结构形式，它比胸省更富于变化和

情趣，从装饰角度考虑，胸褶的褶裥边界线可以设计成任意形态，既可半分割，

也可全分割。图5．9是一些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胸褶形式【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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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裥结构设计与应用

图5-9女装的胸褶变化

裥褶与缩褶、活褶在上衣设计中有明显的用省范围。缩褶和活褶除了用在

较合身的塑形和装饰的设计以外，还常用在较宽松的结构中。而裥褶只适合于

宽松和半宽松的设计。这是因为贴身结构不利于发挥裥褶特有的悬垂性和有秩

序性的飘逸风格。

图5．10a是半宽松与裥褶相结合的普力特褶设计；图5．10b是贴身的肩褶

设计，如猎装；图5．10c、d是宽松的肩褶设计，如茄克。图5．10c为平行肩褶，

图5．10d为锥形肩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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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5．4分割线设计与应用

图5．10女装衣身的裥褶变化

b

d

无论分割线的形式怎样变化，都应设在与胸、肩凸点有关的不同位置，通

过省移而获得立体的断缝结构。分割兼具功能性与装饰性，分割的部位、数量、

方向的变化，特别是把分割与其它设计要素的协调统一，构成了服装整体丰富

多样的造型与风格【371。

女装上衣的分割形式可分为纵向垂直分割、斜向分割、横向水平分割及直

线分割、曲线分割，分割还遵循黄金分割与自由分割的特性，从视觉上给人以

新颖和独特的感觉，图5．1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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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圆蕊痖国国
纵向分割 斜向分割 横向分割 组合分割

图5．11女装衣身分割形态

分割线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直线分割和曲线分割。直线分割和曲线分割在

造型上仅是形式和处理技巧的区别，但其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是完全相同的。

图5．12a、图5．12b分别为直线分割的公主线和曲线分割的公主线，图5．12e是

直线组合分割的设计，图5．12d是典型的直线和曲线结合的分割设计。

a

C

詹

(工j

口

5．4．1纵向分割设计

b

d

图5．12女装衣身的分割线形式

纵向分割自上而下贯通整个衣身，是塑造女装胸、腰、臀三个部造型的最

佳形式。其中分割还包含了胸腰的省量，通常分割起于肩部和袖窿部位，被称

为公主线分割，也是女装常用的结构处理手段，图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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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斜向分割设计

幽5．13纵向分割设计

斜向分割往往适合于不对称结构设计，在省道的结构处理上常采用转省和

收明省相结合的处理方法，既有造型的视觉效果，又达到了结构平衡，虽然结

构并不对称，但总体感觉协调均衡。斜向分割会使衣身形成v字形或相反的形

状，给人以新奇之感。分割可开始于袖窿曲线，向前门襟方向延伸。也可开始

于前门襟，向侧缝方向延伸。分割线的运用应考虑体型、面料、款式的特点，

进行合理的结构安排，达到造型与结构的完美统一，闰5·14。



第五章在身结构的参数化设计

产。⋯■i’
f

卜“1 2
i

r1耐‘
Lm怍!—+一一

U一＼_

5．4．3横向分割设计

匕 一—=————————．J

圉s-14斜向分割设计

横向分割衣身自上而下包括肩部、胸部、腰部、底摆等部位的分割，分割

线与相应部位的省道结合在一起完成在身突起部分的造型处理，如肩胛骨和胸

部造型，并使肩、腰、臀的上下位置产生高低变化的视觉效果。同时分割不仅

要使人体凹凸曲面完成塑形功能，也要尽可能地体现实用功能，例如在分割线

中加缝兜盖等。总之横向分割便于变化款式，不仅造型效果上迥然不同，也可

在分割线上加入装饰因素，图5．15。

图5．15横向分割设计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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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4组合分割设计

组合分割包括横向与纵向组合分割及横向或纵向与斜向组合分割．不言而

喻，此类分割结构同时具备各种分割的特性。特别是纵向或横向分割与斜向分

割的组合线条流畅、轻松，并在分割中包含了省的结构，使设计在视觉上独具

特色，图5-16。

r一1 1。毒7≮r飞r。：，r飞}

鼢；吝1#抖；删。
}舻u{1广i计⋯f

。J 1 } l_ I

引灯}y 1
÷ r r一”1
j————m———J L————一
圈5-16组合分割设计

在女装上衣的结构设计中分割处理突出了“变化、协调、统一、创新”等现

代服饰设计理念，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达到实用和现代的的功能效果。

5 5切展与合并结构的设计与应用

切展与合并的结构设计是为满足各种款式造型需求对省道设计和分割设

计的补充设计手段，与省道设计和分割设计巧妙结合，在女装设计中常被采用。

当省量过小不能满足抽褶造型要求时就可以采用切展手段来增加褶量

【1 9】。切展时根据褶的形状不同，追加褶量的位置和方法各异，大致可分为：

单向、双向和平行三类切展形式，图5．1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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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切展

、、兰羔二：兰一：j

取向切展

平行切展

图5-17切展的不同形式

合并处理在服装结构中也时常用到，将两部分纸样合并到一起形成一个新

的裁片，此时也可在裁片分割与合并功能中完成，图5．18、图5．1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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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女装上衣结构参数化设计应用实例

堡i’矿K．∥“R；

美女装衣身原型

r奠：磊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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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降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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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女装衣身腰型海峰女装衣身基本型

图5．20各类原型与基型的参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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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女装上衣结构参数化小结

从上述分析及其结构图中可以看出，采用原型法结构设计影响基本结构的主要参

数有：胸围B(通常采用净胸围尺寸)、背长H(从后领中心点到腰线的距离)、衣长

L(从后领中心点到摆线的距离)，其它细部参数一般均可通过这些主要参数计算，这

样，极大地方便了服装纸样设计。但一些款式比较新颖，结构比较复杂的服装，其纸

样设计仍然需要设计细部尺寸参数，此乃服装纸样参数化设计的重点与难点。

把握好细部尺寸参数，特别是女式上衣结构设计中大量运用的省、裥、褶及分

割、切展、合并等技术手段的参数化设计是值得研究的新内容。例如在四开身收腰结

构的基础上，将省道连接形成断缝，则结构转化为竖向分割结构。此时引入“分割线端

点位置参数”等，则可以实现衣身结构设计时省道的合理转移及有效分割，从而提高服

装纸样的设计效率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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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CAD的发展经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下阶段：①数字化仪纸样输入阶段。实际

上不具备纸样设计功能；②交互式图形设计阶段：只是具有图形功能，专业化程度

低，缺乏灵活性、操作复杂，设计师不易接受；③参数化设计阶段：以参数化理论为

基础具有联动修改、自动放码功能；④最终发展趋势是智能化设计阶段：就是将设计

师的经验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J。

由于服装款式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目自仃的服装CAD软件还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

智能化程度严重不足，还离不开打板人员的长期的经验积累。由于打板是从3D服装款

式向2D衣片转换的过程，若要提高打板的自动化程度、降低对设计人员经验的要求，

就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把服装设计和生产人员长年积累的设计经验、设计思路进行归

纳总结，并在计算机里建立起具有自学功能的系统，去指导新的设计工作，优化设计

和制造过程。

目前人们已对神经网络模型、算法、理论分析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为服装CAD的

智能化实现提供了基础，但总的说来目前将神经网络直接用于服装CAD开发方面的研

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服装企业的信息化中，数字化设计是产品创新的主要环节，因此，CAD是服装

企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CAD／Q址P／CAM／ERP一体化的基础环节和建立

CIMS系统的核心技术。而服装纸样设计是CAD的主要内容，是连接服装款式到服装

裁剪的桥梁，因而它是实现服装数字化设计的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

目前所有的服装CAD产品都比较复杂，要完全掌握运用必须专业技术人员花费相

当的时间，这也是CAD产品普及比较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总结设计人员人工打板

方法的基础上，构思出利用神经网络实现电脑打板的新模式，提高服装CAD纸样设计

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实现服装纸样设计系统的自动化，缩短纸样设计周期，降低设计及

面料的成本，实现产品设计的标准化和最优化，能缩短生产准备周期，使大批设计技术

人员从繁琐、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企业内部信息的集成度和适应小批量、多品

种、高质量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产品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4l】。

服装纸样的设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设计工作，不但要求逻辑性，还要求准确性，

特别是服装纸样设计要增加智能模块，能够给设计人员提供向导界面，这都增加了系

统的复杂性。人工神经网络由于其本身信息处理的特点，如并行性、自学习、自组织

性、联想记忆及分类功能等，使其能够出色解决那些传统模式识别方法难以圆满解决

的问题，因此首先要在人工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对服装样板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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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的服装纸样设计，根据神经网络原理的要求设计工作可分为设计前工作

和设计后工作两部分，需要建立神经网络的制板系统的设计模型。

由于神经网络具有联想推理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泛化能力，它不仅能识别已经训

练过的样本，而且能通过联想推理识别未出现过的样本。该模型的要求是设计前的工

作，在一定的激励条件下，将常见的各种设计状态及正在设计的状态所对应的理论状

态用理论或实验计算求出，并以此作为神经网络的样本，输入给神经网络，将神经网

络训练好。实际设计时，在同样的激励条件下，测出实际的输出，经处理后输入给神

经网络，其输出即为所对应的设计过程。

在之前分析和设计的基础上，运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技术，构造一个基于神经网

络的服装CAD纸样设计系统的原型程序。

由于神经网络支持包括自学习、自组织、并行搜索、联想记忆、模式识别、知识

自动获取等多种智能技术，它们所使用方法已经在医学、建筑、服装方面等其他方面

有所研究，但在专业服装CAD应用方面还没有先例。

现有的服装CAD纸样设计系统，采用人机交互式的打板功能，在操作界面中给出

了各种打板工具，如直线工具、曲线工具、剪刀、转省工具等等。对各种制板操作，

可直接在电脑上进行，计算机会帮助计算，尤其是转省之类的操作，一瞬间就可完

成。但是这并没有真正满足纸样设计人员的需要，因为凡使用过现有服装纸样打版系

统就可发现，它的操作过程与手工打板过程相当类似，不断地重复输入尺寸，选取工

具和生成各个点、直线、曲线，这与手工制版的过程如出一辙，虽然省去了人工计

算，但步骤同样烦杂【42‘。

为了改变此现状，服装CAD需要引入包括神经网络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向高智

能化的方向发展。BP神经网络具有较强的自适应性和自组织性、高度并行信息处理能

力、强大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并且硬件实现后计算速度快，可以快速准确的实时处理，因此

在服装打板系统中，可以将人体参数数据与对应板型的图形关键点数据之间的物理关系

反映为神经网络的网络输入与网络输出之间的数学关系，然后用学习后的BP网络模型替

代原有参数化制板系统进行结构上的优化设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避免图形数据之间

的相互依赖。

通过在服装样板模块中建立更多的设计向导为设计人员提供智能支持，使其具有

自学习、自纠错、联想记忆、模式识别、知识自动获取等多种智能特征，从而减少纸

样设计对人的知识和经验的要求，降低复杂化程度，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使服装

CAD将逐步过渡到像WINDOWS一样成为易学易懂的操作软件，这无疑将改变传统设

计，大大提高设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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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子计算机技术在服装科技领域得到了应用与普及，计算机辅助服

装款式设计、纸样(结构)设计、自动排料等系统的新技术、新设备的引入，使

服装设计的手段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广大专业技术人员也已经切身感受到科学

技术给他们的工作所带来的高效、便捷、轻松的体验。但是，当前应用的服装

CAD软件智能化程度不是很高，很多时候只能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要求设计

人员具备专业的服装设计知识和丰富的结构设计经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CAD辅助设计软件的应用及普及。同时，由于服装产品的开发设计往往是在

一类相似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复设计的时间相对较多，因此每一次修改都

建立在重复设计的基础上，影响了服装结构设计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就需

要开发设计智能化程度高、易于掌握和使用的新型软件系统。同时要改进现有

的服装结构设计方法，使其更能充分发挥计算机强大的功能优势，减少再设计

过程中重复计算所耗费的时间。

参数化设计不仅可以使这种以修改为主的设计过程简化，大幅度提高设计

效率，同时还可以使造型设计首先快速勾画草图，之后对其进行参数化，当对

参数重新赋值时，造型设计也得到了相应的修改，使多次设计修改的时间和一

次设计时间相差无几，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因此，服装结构参数化就成为服

装结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创新的一个方向和有效途径。

由于服装结构，尤其是女装结构内容复杂、变化大，以往的相关参数化研

究中很少有人问津，因此研究工作还有待开发和深入。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

立体造型与平面结构设计之间以及人体与服装结构设计之间设计规律的研究，

以女装合体衣身的结构设计为重点，对服装各部位进行参数化设计，确定各部

位之间的参数化关系并建立数学模型。从而用一组参数来定义型体，达到只需

重新给关键参数赋值，就能自动修改板型本身的目的。

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对三维人体及服装穿着状态的分析研究，运用数学

计算的的方法，分析分解服装立体造型与平面结构图之间的转换关系。

将复杂的人体外表面造型，概括为相对规则的几何体，再用几何学原理，

分析各部位间的相互关系，确定其参数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则设计。

利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与计算能力，使服装结构设计更高效、科学、

合理、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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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化设计通常是指软件设计者为绘图及修改图形提供一个软件环境，工

程技术人员在这个环境下所绘制的任意图形均可以被参数化，修改图中的任一

尺寸，均可实现尺寸驱动，引起相关图形的改变。可以说尺寸驱动是参数驱动

的基础，尺寸约束是实现尺寸驱动的前提。服装结构参数化设计就是用一组参

数约束纸样的一组结构尺寸，参数与纸样的控制尺寸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当赋

予不同的数值时，就可驱动原纸样变成新纸样，因此利用这种方法开发的服装

CAD软件将使纸样设计师从大量繁重而琐碎的绘图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明显

提高设计效率，减少重复信息的存储量。

在服装结构参数化设计中，所包含的参数主要有以下几种：O总体参数、

O技术参数、O几何参数、O特征构造参数和0复合参数。

女装(确切地讲是时装)因款式结构变化多，人为因素影响太大，被业内人

士称之为女时装设计无规律可循，因此其参数化设计就很困难。

本文通过领宽参数的变化为主线，分析了不同种类领子的主要参数，及各

参数间的相互关系及参数化模型等问题。

如立领的主要参数为：

A为领圈侧颈点

B为基本领圈侧颈点，其对应的虚线为基本领圈线

C为领上口侧颈点

D为颈高对应的侧颈点

BD为颈高，用a表示

DC为设计量，用口1表示，以D点为原点，向下为负值；向上为正值。

r为领圈半径，r1为领上口半径， r2为基本领圈半径。X为基本领圈与领圈

的半径差，即：x=r2．r

A与C点的水平距离为开领参数，用c表示，c=r．rl

AB的垂直距离定义为b，是因领圈半径变化，由肩斜所产生的领高参数

b=x×tagfl

B为肩斜角

AC为领宽，领宽的基点设在基本领圈的侧颈点的位置。由基本领圈向颈部

延伸为正值，由基本领圈向衣身方向延伸取负值。

参数化：领宽=Ac=√(口+6+口-)2+c2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参数值所引起的立领造型及结构的变化和变化的

范围。

在服装结构参数化研究的过程中，以领宽变化为主线，使衣领从量变到质

变，延伸出衣身及衣袖结构。打破传统的服装结构设计思维方式，为探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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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设计方法和理论提供可以借鉴的思路。指出当领宽加大，领外口线超

过肩点，到达腰部、臀部甚至更低度，转变成披肩款式也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衣

身结构。在此基础上去掉腋下多余部分，就得到了连袖结构：再在不同位置分

割此结构，则形成独立的衣袖和衣身结构。

在衣袖结构分析中，研究了不同类型袖子形成原理及主要影响参数及其变

化对袖子结构的影响等问题。率先提出了分割线起点参数C的概念。

在衣身结构设计过程中，抓住了国际流行的女装原型设计这个重点，对各

类原型作了对比，并对服装，特别是女装结构所特有的省、褶、裥与分割等技

术手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参数化设计规则。 特别是在相关款式的

女式上衣结构参数化设计中注意了具有特色的技术参数、几何参数、特征构造

参数的巧妙运用。衣身结构设计一般分为三分、四分、六分、八分等分割方

式，本文提出n分法的概念，使服装结构衣身设计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

因此，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本文创造性地对女式上衣结构的参数化设计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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