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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历史服装的定制市场逐步扩大，对高效率、严形制、可视化的历史服装设计方法需求也

日益增强。 模块化设计作为服装大规模定制背景下保障服装多样性与标准性的有效手段，文章用模块化设计的方法对

南宋时期女性多层次服装结构设计进行研究。 基于南宋墓出土数据，对南宋女性日常穿着服装各部位数据两两之间的

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选取了其中相关性较高的几组数据计算线性回归方程。 同时以身高为变量，以臂展、膝上体长等

数据为基线，探讨不同服装衣身长度、袖通长、裤长等数据取值范围及搭配关系，以达到计算机自动生成服装部件的数

据尺寸限制。 再运用模块化手段，将南宋女性穿着的多层服装分为固定模块和可选模块，同时运用数学思维，对模块的变形

和配置进行了分析，最终实现多层次南宋女装的模块化整合，提高了服装定制设计效率，使非专业用户自行设计正确形制的

成套服装成为可能。 不仅拓宽了模块化设计思维的应用领域，同时也为历史服装智能化结构设计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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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国内相关文献，关于当代社会中的“汉服”论文出现

始于 ２００５ 年，在 ２００８ 年的拐点过后，到 ２０１９ 年的年度发文量

达到历史最高，汉服研究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但仍然存在缺

乏系统性、理论研究薄弱等问题［１］ 。 样衣的制作大致可分为

服装设计、打板制版、样衣缝制。 对于没有基础的消费者，价

格、形制、个性化和穿着效果都需要慎重考虑；对于汉服商家，

价格、效果、效率等需要综合考虑。 以计算机辅助，以模块化设

计为手段，将服装款式进行结构和重组，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

需求的同时简化了设计过程，缩短产品设计与制造周期。

在国外，Ｙｏｏ⁃Ｊｅｏｎｇ 等［２］ 、Ｌｉ 等［３］ 基于 ＩＧＡ（交互式遗传

算法）设计出基于用户者偏好而成的时装设计草图系统，有效

地帮助非专业用户创建时尚款式。 在国内，周海媚等［４］ 对服

装模块划分和模块变形规律进行了分析；刘欣悦等［５］创建模块

编码，实现了旗袍模块化定制。 而三维虚拟的发展使服装效果

的展示有了多种可能，比起现实样板制作，三维虚拟服装制作

效果虽然在真实性上还有待提升，但增加了修改的便捷性。 黄

文萍［６］和冀艳波等［７］ 将旗袍样本模块化并基于 ＣＬＯ３Ｄ 平台

进行了虚拟展示，较为直观地展现了服装设计的最终效果。

历史服装由“形制体系、穿搭体系、应用体系”三大体系和

“首服、主服、足衣、佩饰”四大品类相结合［８］，较为严格的形制等

因素使一些消费者对汉服“望而却步”，阻碍了历史服装的传播。

文化自信的蓬勃发展孕育了历史服装定制的市场，历史服装较为

固定、正规的形制为服装模块化设计提供了可能。 本文在前期的

研究基础上，以消费者定制需求为导向，以模块化为手段，针对南

宋女性常用服装的款式和穿搭层次进行了研究。 从出土文物服

装与穿着者的身高数据比例分析入手，建立了南宋女装与人体的

数据关系，将南宋女装进行模块划分，采用结构体式数据集对模

块进行配置与组合，实现了多层次南宋女装的模块化设计。

１　 南宋女装数据关系分析
不同于手绘对于线条位置的确定及大小可以根据及时的

感官反应随时进行修改，计算机线条的绘制更依赖于详细的

数据支撑，每一次数据的修改所引发的可能是一连串整体的

反应，因此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各个部位数据间数据联系的

确认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现代服装中，多采用的是原型制图

法，在有着详细数据比例的原型版上进行省道转移、更改等操

作获得最终的服装样板。 而相较于现代服装，古代服装倾向

于宽衣长袍，对其纸样多为基于主观观察或是出土文物的具

体数据绘制而成，而非基于比例绘制，不方便计算机对结构的

自动绘制。 因此，基于出土服装对服装各个部位数据间的相

关联系性分析及服装与人体数据间的联系分析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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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福州南宋黄昇墓》 ［９］ 和《德安南宋周氏墓》 ［１０］ 报

告中的服装数据划分为上装、裤装及裙装三大类，根据其数据

的完整性和部位名称的统一性分别获得 ６５ 条上衣，２２ 条裤装

和 ３９ 条裙装样本数据。 再将其各自的数据两两为一组进行

相关性分析，使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分

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黄昇和周氏服装数据相关系数

Ｔａｂ．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ｄｙ Ｚｈｏｕ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ｄａｔａ

部位 前身长 袖通长 腰宽 袖宽 袖口宽 前下摆宽
后身长 ０． ９９４∗∗ — — — — —
袖通长 ０． ６６８∗∗ — — — — —
腰宽 ０． ６６５∗∗ ０． ６１４∗∗ — — — —
袖宽 ０． ５５０∗∗ ０． ４７９∗∗ ０． ４４２∗∗ — — —

袖口宽 ０． ４０８∗∗ ０． ２５９∗∗ ０． ３５５∗∗ ０． ９５３∗∗ — —
前下摆宽 ０． ７５３∗∗ ０． ７７０∗∗ ０． ６６１∗∗ ０． ３３９∗∗ ０． １２８ —
后下摆宽 ０． ５８９∗∗ ０． ６８５∗∗ ０． ５４８∗∗ ０． ３３９∗∗ ０． １４２ ０． ８４１∗∗

部位 通长 腰宽 腰高 档深 腿宽
腰宽 － ０． １６２ — — — —
腰高 　 ０． ３７９ － ０． ２５７ — — —
档深 　 ０． ３２９ 　 ０． ０７３ 　 ０． ０１２ — —
腿宽 － ０． １８２　 　 ０． ４５２∗－ ０． ０７８ ０． ２１０ —
脚宽 － ０． ０６７ 　 ０． ２１７ － ０． ０１５ 　 ０． ４９４∗∗０． ７０１∗∗

部位 通长 腰高 腰宽
腰高 ０． ５７５∗∗ — —
腰宽 ０． １０９　 ０． ３１４ —

下摆宽 ０． ３１７∗∗ 　 ０． ３２８∗∗ ０． ３０２

　 　 注：∗表示 ｐ ＜０．０５（显著性差异），∗∗表示 ｐ ＜０．０１（非常显著性差异）。

从表 １ 可知，上装中前身长和后身长、袖通长、腰宽、袖宽、

袖口宽、前下摆宽、后下摆宽，袖通长和腰宽、袖宽、袖口宽、前

下摆宽、后下摆宽，腰宽和袖宽、袖口宽、前下摆宽、后下摆宽，

袖宽和袖口宽、前下摆宽、后下摆宽，前下摆宽和后下摆宽均呈

现出 ０． ０１ 水平的显著性，说明其两两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 同理可得，下装中的脚宽与腰高、档深、腿宽；裙装中通长

与腰高、下摆宽，腰高与下摆宽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

选取相关性较大的两组数据计算其线性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相关数据的线性回归方程

Ｔａｂ． ２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部位名称 回归方程 Ｒ２

上装

后身长 ３． ７４９ ＋ ０． ９６２ × 前身长 ０． ９８７
袖通长 １０８． ３３１ ＋ ０． ４０２ × 前身长 ０． ４４７

前下摆宽 ２８． １７０ ＋ ０． ２８０ × 前身长 ０． ５６７
后下摆宽 １３． ２７２ ＋ ０． ７８６ × 前下摆宽 ０． ７０７
袖口宽 ０． ８８６ ＋ ０． ９８９ × 袖宽 ０． ９０８
腰宽 ３７． ４６７ ＋ ０． １１５ × 前身长 ０． ４４２

袖通长 ７７． ５００ ＋ １． ２４６ × 前下摆宽 ０． ５９３

裤装
档深 ２５． １０８ ＋ ０． ３６５ × 脚宽 ０． ２４４
腿宽 １６． ０６８ ＋ ０． ４８３ × 脚宽 ０． ４９２

裙装

腰高 － ４． ２３８ ＋ ０． １９３ × 通长 ０． ３３１
下摆宽 ２． ２５９ ＋ １． ６３１ × 通长 ０． １０１

腰高
－ ４． ２６２ ＋ ０． １７６ × 通长 ＋

０． ０１１ × 下摆宽
０． ３５５

　 　 中泽俞所著《人体与服装》中，根据解剖学等多种学科将

人体根据头长划分成七等分。 其分割线从上到下依次为：头

顶、颌尖、乳头、脐下、拇指根、膝头上、中胫、立脚地，再将七等

分进行更详细的区分，分出肩峰位、腰围线、手肘位、手腕位及

足踝位，以便依据身高对关键部位的长度进行计算［１１］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相关部位示意

Ｆｉｇ． 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ｔｓ
根据《福州南宋黄昇墓》和《德安南宋周氏墓》报告可知，

黄昇死亡时身高 １６０ ｃｍ，周氏为 １５２ ｃｍ。 根据图 １ 中所标识

的身高 ｈ 及比例关系，可以计算得出体长、上身长等相关身体

数据的数值，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黄昇和周氏相关身体数据数值

Ｔａｂ． ３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ｄａｔ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ｄｙ Ｚｈｏｕ

ｃｍ

人物
身高
（ｈ）

臂展
（ｈ）

体长
（１７ｈ ／ ２１）

上身长
（４ｈ ／ ２１）

下身长
（１２ｈ ／ ２１）

膝上体长
（１１ｈ ／ ２１）

黄昇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２９． ５ ３０． ５ ９１． ４ ８３． ８

周氏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２３． ０ ２９． ０ ８６． ９ ７９． ６

　 　 同时根据报告记载，对两墓中广袖袍与窄袖袍的服装数

据进行统计，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黄昇和周氏墓袍类数据统计

Ｔａｂ．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ｂ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ｍｂｓ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ｄｙ Ｚｈｏｕ

ｃｍ

人
物

广袖袍

衣长 袖通长 袖宽

窄袖袍

衣长 袖通长 袖宽

黄
昇

１１５ ～ １２２ １４６ ～ １８２ ６６ ～ ７２ １１２ ～ １３１ １３０ ～ １４７ ２１ ～ ２５

周
氏

１２０ ～ １２２ １６０ ～ １７０ ６６ ～ ７０ ９５ ～ １２２ １５４ ～ １７０ ２２ ～ ２４

　 　 分析数据可知，大袖袍的衣长一般在脚踝以上 ７ ｃｍ 至

脚底；袖身基本覆盖或长于手掌；袖宽位于 １ ／ ２ 体长与 １ ／ ２

身高之间。 可知窄袖袍衣长最短为中胫位置，最长为超过脚

底 １ ｃｍ；袖身最短覆盖手掌 １ ／ ３ 左右，最长超过手掌 ９ ｃｍ；

袖宽比上衣长少 ５ ～ １０ ｃｍ。 同理可总结，单衣衣长最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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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６０　 Ｎｏ． １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腰下 １７． ５ ｃｍ，最长为膝上 ６ ｃｍ；袖身长度在手腕到指尖处；

袖宽比上身长短 ５ ～ ２０ ｃｍ。 背心的衣长与单衣相似，袖宽

比上身长短 ３ ～ ７ ｃｍ；裙裤数据不多，且长度变化较大，但均

长于膝盖。

２　 南宋女装模块化设计
南宋女性常用上衣大致可分为抹胸、单衣、袍、袄、背

心、褙子等，下装可分为裤和裙。 袍可分为广袖袍和窄袖

袍。 裤可分为开裆裤、合裆裤和外侧开中缝合裆裤。 裙亦

可以分为一片裙、两片裙、褶裥裙等 ［１０］ 。 单衣、袍、袄、背

心、褙子等不同名称的服装在结构上都有所联系，长度在

膝盖以上即为单衣，长度在膝盖之下则为袍。 单层为衫，

双层为袄等，这些联系及层次关系为服装部件的模块化划

分提供了便利。

２． １　 模块划分

根据《福州南宋黄昇墓》和《德安南宋周氏墓》报告中的

照片等对服装品类各自进行分析，可得到各品类中固定存在

的部位及不固定存在的部分。 因裤与裙部件较为固定，本文

仅对具有代表性的上装进行分析，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服装部件分析示意

Ｆｉｇ．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经过分析可以得到，除抹胸、背心以外的上装均固定存在

衣身、袖、领身与领襟，背心没有袖子，抹胸只有衣身且必须拥

有系带。 同理，对裙与裤进行分析，便可将南宋多层次女装的

模块分为固定模块和可选模块。 其中，固定模块是指设计各

品类服装中必须存在的模块，只有将固定模块进行组合才能

得到符合实用性的服装；可选模块则是指可以存在也可以不

存在的模块，可选模块的选择与否并不影响服装的实用性

能［１］ 。 由于半臂的袖子没有接袖，而背心没有袖子，因此将袖

子划分为衣袖和接袖两个模块，方便款式的组合。 本文列出

１２ 个固定模块，分别为 ｇ１ ～ ｇ１２；５ 个可选模块，分别为 ｓ１ ～ ｓ５，

模块具体含义如表 ５ 所示。 系带既可作为固定模块也可作为

可选模块，如在裙裤中，系带为固定模块用来保证服装的可穿

戴性；在袍中，系带则作为装饰性配饰。

表 ５　 服装模块的划分

Ｔａｂ． ５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ｍｏｄｕｌｅｓ

类别 序号 模块名称 类别 序号 模块名称 类别 序号 模块名称

固定

模块

ｇ１ 右前衣身
ｇ２ 右后衣身
ｇ３ 右衣袖
ｇ４ 右接袖
ｇ５ 右前裤片
ｇ６ 右后裤片

固定

模块

ｇ７ 领身
ｇ８ 领襟
ｇ９ 裙片
ｇ１０ 裤裆
ｇ１１ 腰头
ｇ１２ 系带

可选

模块

ｓ１ 开衩
ｓ２ 护领
ｓ３ 缘边
ｓ４ 系带
ｓ５ 纽襻

… …

２． ２　 模块变形处理

实现服装的多样性，不仅需要模块形状的多样性，还需要

模块结构的多样性。 以上固定模块和可选模块的划分是实现

服装模块形状的多样性，而对模块内部局部进行变形则能增

加模块自身结构的多样性。 模块变形处理是独立于其他模块

的变形，随意性较大，在南宋女装中主要用于造型塑造与特殊

需求，多个模块的多种变形丰富了服装的设计结果，增加了服

装造型的多样化。 对于南宋女装的结构变形，主要分为折叠、

分割与增加、褶裥。

１） 折叠：折叠是指将为面料进行折叠形成新的造型形

状。 黄昇墓和周氏墓中广袖袍后衣片的三角造型则是将未裁

断的造型经 １８０° “Ｕ” 形反向折叠后在后衣摆处形成三角

状［１１］ ，门襟也可通过衣身的折叠得到。

２） 分割与增加：分割是将面料进行分割再缝纫得到新的

造型线；增加则是在原有的衣片上缝制一个新的面料，门襟也

可以通过增加得到。

３） 褶裥：褶裥是在原有模块所需褶裥位置增加多余量，

在缝制之前或缝制时缩褶或叠合褶裥，形成褶皱或者裥造型。

褶裥裙和外侧开中缝合裆裤的模块便是通过这种变形方式得

到的。

３　 多层服装的模块配置与组合
多层服装的模块化配置与搭配需要三个过程：首先是各

个模块的独立配置，再根据所需服装款式进行独立的变化并

各自组合成特定的服装，最后根据限制条件进行层次上的

搭配。

３． １　 服装的分模块配置

服装的分模块配置即是更改服装模块的属性设置及

变形，与模块的变形处理相同，通过多样的属性变化，均可

以达到服装设计结果多样化的目的。 不同的是，模块的变

形处理是模块的独立变化，不与其他模块有所关联，而服

装的分模块配置的属性与变形通常有所关联。 属性决定

了模块的形状、大小、颜色、图案等，不同的模块类型所拥

有的属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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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固定模块属性为 Ｇ：

Ｇ［ ｉ］ ＝ ｛ＧＡ［ ｉ］，ＧＵ［ ｉ］，ＧＴ［ ｉ］｝（ ｉ ＝ １，２，３，…，１２）

（１）

定义可选模块属性为 Ｓ：

Ｓ［ ｊ］ ＝ ｛ＳＡ［ ｊ］，ＳＵ［ ｊ］，ＳＬ［ ｊ］｝（ ｊ ＝ １，２，３，４，５） （２）

式中：ＧＡ（ＳＡ）表示所属模块数据集结构体，结构体根据所属

模块的类型开启不同的成员列表并进行赋值。 成员列表包含

模块的长、宽、形状与角度等数据，用 ＧＡ［ ｉ］（ＳＡ［ ｊ］）开启 ｇｉ

（ｓｉ）号模块成员列表模式，随后计算机根据条件对属性进行

计算赋值。

ＧＵ（ＳＵ）代表成员列表为色彩、图案、面料的结构体，色

彩以十六进制颜色码进行选择，图案和面料以库的形式保存，

分别用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ｉ］（ ｉ ＝ １，２，３，…，ｎ） （３）

ｆａｂｒｉｃ［ ｉ］（ ｉ ＝ １，２，３，…，ｎ） （４）

进行数据的保存。

ＧＴ 代表工艺模块，包含厚度、对称、收褶、缝线位置等成

员。 当厚度的属性值为 ０ 时，代表模块厚度仅有一层，如单

衣、衫等；属性为 １ 时，代表模块厚度右有两层，且中间填充代

表以棉絮等物加厚，如袄、夹背心等。 对称属性以 ０ 和 １ 分别

代表板片不需要对称板片与需要对称板片。 收褶属性以

Ｆａｌｓｅ 、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ｕｅ、Ｄｏｕｂｌｅ＿Ｔｒｕｅ分别代表该模块不需要抽褶、

单块抽褶与对称后抽褶。 缝线位置为模块各边的表示集合，

以 Ｆａｌｓｅ、Ｔｕｒｅ＿ｖｉｓｂｌｅ、Ｔｕｒ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分别表示不需要缝合、需

要缝合且缝线可见及需要缝合且缝线不可见。

ＳＬ［ ｊ］表示模块位置集结构体，成员列表为如领、下摆、腋

下、背脊等各个部位，用 １ 与 ０ 代表该部位第 ｊ 号可选模块的

配置与否，１ 表示配置，０ 表示不配置，开叉和护领的位置不可

选择。

根据服装常识以后续模块组合成服装的方便性要求，ＧＡ

（ＳＡ）中的数据会有所限制，并且各个结构体的成员列表数值

要有所关联。 如同一层次的衣服，ＧＵ 中的属性要完全相同；

ＧＡ［３］与 ＧＡ［４］中的宽要一致，以保证袖的正确拼接；当服装

选择为袍时，代表后衣长的数值要大于 １１ｈ ／ ２１ 且小于等于

１７ｈ ／ ２１（ｈ 为身高）。

３． ２　 模块的分服装配置

将每个模块的造型固定下来，并且褶裥结构已经合并后，

便可开始各个服装的配置。 不同的服装除了袖宽、身长等数

据不一致外，所需要的模块也不尽相同。 将 μｇｉ（μｓｊ）作为二元

决策变量来描述在不同服装款式中模块的配置情况。 当其等

于 ０ 时，模块不被配置，当其为 １ 时，模块被配置，∗表示该模

块可选。 其中 ｉ ＝ １，２，…，１２，ｊ ＝ １，２，３，４，５。 具体配置情况如

表 ６ 所示。
表 ６　 不同服装款式的配置情况

Ｔａｂ． ６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服装款式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ｇ５ ｇ６ ｇ７ ｇ８ ｇ９ ｇ１０ ｇ１１ ｇ１２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抹胸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 ０

单衣 ／ 袍 ／…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 ∗ ∗ ∗ ∗

裤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同一种款式的服装需要不同模块的数量不同，除领襟、裙

片、腰头外，其他模块都需要两片才能够组成一件服装。 将不

同模块进行连接首先要进行样板的连接。 部件之间的连接需

要有限制条件，每个模块的任一连接处只能与另一连接处的

唯一连接处匹配，且匹配线段要求长度相同且弧度相同。 模

块与模块之间的连接也有对应关系，如 ｇ４ 仅可与 ｇ３ 模块连

接处相接，而 ｇ１ 可与 ｇ２、ｇ３、ｇ４、ｇ７ 相连。 连接的方式有并连

和接连两种：并连是指在样板制作时即将两个模块连接处连

接在一处，成衣缝制出来后没有缝纫痕迹；而接连是指在样板

制作完成后，将两个模块裁剪之后再通过平缝或合缝缝制在

一起，成衣有缝纫线痕迹。

３． ３　 服装层次匹配

以 Ｘ 为前标表示服装款式，Ｘ１ ～ Ｘ７ 分别代表抹胸、单衣、

外侧开中缝合裆裤、除外侧开中缝合裆裤的裤装、裙装、夹衣、

袍衫款式。 以 Ｙ 为前标表示服装穿着层次，Ｙ１ ～ Ｙ７ 分别代表

抹胸、单衣、外侧开中缝合裆裤、除外侧开中缝合裆裤的裤装、

裙装、夹衣、袍衫款式所对应的层次。 设 ｄ、ｅ、ｋ、ｍ 均为任意非

负整数，分别代表除外侧开中锋合裆裤的裤装、裙、夹衣和袍

衫各自的穿着的层数。 Ｘ４ ＝ ｛ｘ１，ｘ２，…，ｘｄ｝，则相对应的 Ｙ４ ＝

｛ｙ１，ｙ２，…，ｙｄ｝，Ｙ５、Ｙ６、Ｙ７ 以此类推。 基于服装舒适性，ｄ、ｅ、

ｋ、ｍ 的取值均不能过大。 按照南宋穿戴习惯，抹胸被压于裤

之下为最贴身的穿着，即 Ｙ１ ＝ １。 单衣既可穿在抹胸之外裤装

之内，也可穿于裙外，单衣的穿着方式对其他服装的层次均有

影响［１２］ ，因此以单衣的穿着层次作为整个服装层次划分的区

分条件，具体层次分配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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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服装层次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ｓ

４　 模拟应用
假定用户需求为以一件抹胸、一件单衣、一件广袖袍为上

衣，一件合裆裤、一件开裆裤、一件外侧开中缝合裆裤及一件

褶裥裙为下装的套装。 则根据表 ６ 可知，需要 １ 个 ｇ８、ｓ１４ 模
块，２ 个 ｇ２、ｇ３、ｇ４、ｇ７ 模块，３ 个 ｇ１、ｇ５、ｇ６、ｇ９ 模块，４ 个 ｇ１０ 模

块，５ 个 ｇ１１模块。 假设用户身高为 １６５． ０ ｃｍ，胸围为 ８８． ０ ｃｍ，

腰围为 ６８． ０ ｃｍ，则可以计算得出用户臂展为 １６５． ０ ｃｍ，上身

长为 ３１． ４ ｃｍ，下身长为 ９４． ３ ｃｍ，体长为 １３３． ６ ｃｍ，膝上体长

为 ８６． ４ ｃｍ。

根据人体与服装吻合状态，如抹胸、单衣等上装的胸部总

围度应大于胸围，以足够包裹躯体。 计算机在允许的范围内

确定部件模块的属性，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部件模块配置情况

Ｔａｂ． ７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ｏｄｕｌ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服装 部位 尺寸 ／ ｃｍ 服装模块

抹胸

衣宽 １１２

衣长 ５０

系带长 ６０

系带宽 ３

单衣

衣长 ６０

袖通长 １５８

胸宽 ４８

门襟宽 ３

袖口宽 ２３

广袖袍

衣长 １３３

袖通长 １９０

胸宽 ５４

袖口宽 ７１

领襟长 ２０

领襟宽 ７

合裆裤

裤长 ９６

裤宽 ２６

裤裆长 ５６

裤裆宽 １６

裆深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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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服装 部位 尺寸 ／ ｃｍ 服装模块

开裆裤

裤长 ９２

腰高 １２

裤宽 ２８

裤裆长 ２０

裤裆宽 ６

外侧开中缝合裆裤

裤长 ９４

腰高 １２

裤宽 ２９

褶裥宽 １３

褶裥裙

裙长 ５９

裙宽 ９２

腰高 １０

系带宽 ３

　 　 各个单位模块配置完成后，计算机进行收褶等操作，初

步得到服装的部件模块，接下来根据服装工艺知识对这些分

散的模块进行连接。 各模块部位进行连接后，可得到各个部

位的右衣身，再根据工艺要求，克隆其相应模块形成对称

模块。

接下来按照层次进行搭配对各服装结构的数据进行对比

更改，如图 ４ 所示。

随后进行服装模拟层次配置，输出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图 ４　 服装结构数据对比流程

Ｆｉｇ． ４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图 ５　 服装层次模拟配置完成示意

Ｆｉｇ． ５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发放问卷对操作难度和最终效果进行评价调查，共计问

卷 ３０ 份。 用户从 １ 到 ５ 分对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从小到大表

示操作从简到难和效果从差到优。 最终操作评分集中在 ４ ～ ５

分，效果评分大多在 ３ 分以上。 说明对于大部分用户，操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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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美观度能够接受但是仍需要进步。 经反馈，服装的花

纹款式较少，用户还希望拥有花纹设计板块，可以自行设计花

纹效果用于服装之上。

５　 结　 论
在人体与服装的联系方面，本文根据黄昇墓和周氏墓的

出土报告，对相同款式服装的各部位尺寸关系进行了相关性

探究，并将不同款式的服装与人体的吻合状态进行了总结。

在模块划分方面，本文在保留服装多样性和模块简易性的基

础上进行了服装部件模块化划分。 采用数字化的表达方法，

对模块的尺寸、颜色等属性进行了编组，对各个服装之间的层

次关系进行了编码，提高了南宋服装设计便捷性，使非专业消

费者自行设计制作成套系的南宋服装成为可能，为成套系的

南宋服装智能化定制提供了数据结构与设计的理论基础。 由

于目前南宋女性出土服装数据样本较少，无法对服装各个部

位间的数据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所得到的线性回归方程

可能具有不合理之处，此外对花纹和颜色等模块数据库的建

立还需要进一步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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