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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着装需求的适体型女上衣板型修正探讨

刘 锋，卢致文，BATTSETSEG Zandankhuu
( 太原理工大学，山西 晋中 030600)

摘 要: 适体造型女上衣已经成为女性在正式场合下的主要着装，为了实现舒适美观的着装需求，这类女装在

材料、款式、结构、工艺等方面都有一定要求，既要体现女性的形体美，又要满足基本的动态舒适性。具体到结构方

面，板型设计的合理性便成为技术层面的难题。针对目前适体造型女上衣的常见外观弊病，经过长期的观察、研
究、试验，从结构理论的角度分析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并以衣身、袖子的 3 种弊病为例，文图对应说明具体

的板型修正方法，进而总结出关键部位结构设计的量化要求，可以为板型设计人员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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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on dressing demand-based pattern modification
of women's formfitting top w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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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mfitting women's top wears have become the primary formal dressing for females． The
women's formfitting top wears have certain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fabrics，styles，structures，and
techniques to meet the needs of comfort and aesthetics，and to flatter the female curves and allow moving
flexibility． Specific to the structure，pattern modification becomes the key technical difficulty． After long-
term observation，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the causes of common appearance defects was analyzed
and solution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was offered in this article． Furthermore，the practical pattern
modification methods wer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thre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body and
sleeves． In addition，the key garment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were summarized for pattern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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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社交等日常活动中，得体的着装必不可

少，不仅可以塑造形象，也可以提升自信心［1］。适

体型女上衣以其简洁的造型、严谨的结构、上乘的面

料、精致的工艺，有助于呈现着装者稳重、干练的气

质［2］，深受女性的青睐，成为中高端女装市场的主

要产品之一［3－4］。
但调查显示，目前这类女装的板型技术还存在

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兼顾美观性与舒适

性，给着装者带来一定的影响。经过不断研究、试

验，本文旨在从服装结构的角度提高板型设计的合

理性，从根本上改善适体型女上衣的着装效果。

1 适体型女上衣的着装需求

根据贴体程度的不同，通常将女上衣分为紧身

型、适体型、宽松型 3 类，其中适体型是“基于体型、
适量加放”的一类造型，既能体现女子的形体美，又

能满足基本活动，所以这类上衣自然成为女性重要

场合的首选着装［5］。
外观上适体型女上衣要求整体造型自然顺畅，

没有褶皱，无牵吊现象; 细节上要求领部贴合、肩部

斜度自然美观、胸部圆润、腰部吸合、袖窿无压迫感、
袖山饱满、下摆自然平整等。但是着装后的效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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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能完全符合要求，尤其是某些部位容易出现褶

纹，既影响外观，又妨碍活动，其根本原因是结构设

计不够合理，需要通过修正板型来改善着装效果。

2 适体型女上衣的外观弊病分析

褶纹是评价着装效果优劣的主要指标之一，某

些部位的褶纹是人体动态必要活动量的储备，不属

于弊病，称为“必要褶纹”，例如后身的纵向褶纹即

为必要褶纹。后身的必要褶纹见图 1。

图 1 后身的必要褶纹

有些褶纹是由于服装形成的内空间与人体需

要的空间状态不吻合而出现的，导致外观出现的

不服贴状况，则属于弊病，称为“局部褶皱”，常见

的局部褶皱见图 2，通常可以分为松弛褶与受力褶

2 种［6］。

图 2 常见的局部褶皱

2. 1 受力褶的成因
在某些部位，当服装所提供面积小于人体需要

的面积时，服装表面被拉伸，外观上会形成受力的

褶，褶的走向呈放射状，集中指向最不能满足人体需

要的区域。这些区域或者对应人体表面凹凸变化最

强烈的部位，如胸高区、颈侧、肩头、腰部、胯部、臀高

区等，腰部受力褶见图 2( a) ; 或者对应人体活动量

较大的部位，如袖窿与袖子的连接部位，前腋部受力

褶见图 2( b) 。
2. 2 松弛褶的成因

在某些部位，当服装所提供面积大于人体需要

的面积时，服装表面自然缩聚，外观上会形成松弛的

褶，褶的走向与主体多余量的方向垂直，如以纵向为

主的余量会以横向波纹的形式呈现。当上衣胸围松

量过大时，在腋下侧缝区域会出现松弛褶; 当袖山高

度过大时，袖山头区域会出现松弛褶，袖山松弛褶见

图 2( c) ; 当袖肥过大时，袖身部位会出现松弛褶，袖

身松弛褶见图 2( d) 。

3 常见弊病的修正

分析到弊病原因，就可以针对性地修正。受力

褶需要在受力点区域进行面积放大处理，增加顺延

褶纹方向的长度［7］; 松弛褶需要在波纹区域进行面

积缩小处理，缩短垂直于褶纹方向的长度。
3. 1 腰部受力褶的修正

日常动作中，腰部的活动范围小，所以上衣腰部

的造型以适合静态人体体型为主。适体型上衣为了

实现收腰造型，会在衣身适当位置收省或者设置分

割线，解决胸围与腰围、臀围与腰围的差值。由于人

体的胸腰差、臀腰差不同，衣身不同位置需要的收腰

量不同。当某些位置的收腰量大于该区域人体胸腰

差、臀腰差时，外观就会出现横向放射状受力褶。对

于正常体型，前( 后) 侧缝收腰量不宜超过 1. 5 cm，

如果侧缝收腰量偏大，衣身的侧区就会出现受力状

褶纹，见图 2( a) 。
如果衣身腰围整体放松量偏小，修正时只需要

减小侧缝收腰量，实现了顺延褶纹方向( 横向) 的加

长，使得受力区的面积增大，前、后衣片间不再相互

牵掣，从 而 消 除 表 面 受 力 褶，同 时 满 足 腰 围 松 量

的需求。
如果衣身腰围整体放松量正常，修正时需要在

减小侧缝收腰量的同时，加大衣身后区的收腰量，以

保持整体腰围尺寸不变。腰部受力褶的修正方法见

图 3，需要减小侧缝收腰量( ☆) ，相应地在后片纵向

分割线处加大收腰量( ☆) ，增加侧腰区面积、减小

后腰区面积，不仅消除了侧区褶纹，而且使得后衣身

贴体度更佳。
适体型上衣的胸围、腰围、臀围基本上是等量加

放，所以总的收腰量就是人体的胸腰差值［8］，例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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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腰部受力褶的修正

体型的总收量为 13 ～ 18 cm。适体型上衣各方位收

腰量分配比例为: 后中区 10% ～15%，后侧区 45% ～
50%，侧区 20%～25%，前区 15%～20%。
3. 2 袖山腋部受力褶的修正

在日常动作中，手臂的活动频率高、范围大，所

以衣身与袖子相关联的区域需要满足一定的动态舒

适量。在适体造型的上衣中，衣身、袖身的总体松量

受限，不适于做较大动作，但需满足手臂前伸、平抬

等常规动作的舒适性，如驾车、操作电脑等。如果袖

窿区域、袖山区域的结构不够合理，不能满足基本动

态需求，不仅外观会出现受力的褶皱，而且着装者会

有明显的束缚感。为此，环绕腋下的袖窿、袖山区域

便成为最容易出现弊病的部位之一，该区域的结构

也成为板型设计的难点。
只在袖 山 前 腋 部 位 出 现 横 向 放 射 状 受 力 褶

时，说明该部位面积不足，但缺少量较小，手臂的

小范围活动不受影响，修正时只需要减小该区域

袖山弧线的凹势，直接增加袖子的有效面积。
袖山腋部受力褶的修正见图 4。如果横向受

力褶不仅出现在袖山前腋部位，还向袖山后腋部

位延伸，说明后腋部位的面积也不足，手臂活动明

显受到影响。修正时，前区需要减小袖山弧线的

凹势，后区则增加衣身的背宽更为有效。因为正

常的后袖山弧线凹势较小，达不到增加袖子有效

面积的目的，衣身的背宽增加后，会使后袖窿弧线

变短。
如果横向受力褶从袖山前腋部位，环绕到袖

山后腋部位，说明前腋、腋下、后腋部位的面积也

都不足，手 臂 活 动 受 到 严 重 影 响，有 强 烈 的 束 缚

感。修正时，首先将衣身的袖窿底适量上提，具体

方法见图 4 ( b) ，增加腋下衣身的有效面积，同时

袖窿底区域袖窿弧线变短; 然后在前区减小袖山

弧线凹势、后区增加背宽。

图 4 袖山腋部受力褶的修正

对于正常体型，以原型衣片为基础，适体型上衣

袖窿的结构设计要求见表 1［9］。

表 1 适体型上衣袖窿的结构设计要求

分类
胸围

松量 /
cm

袖窿底
位置

背宽 袖窿比值 袖窿弧线

衬
衫
类

8～12

与 原 型 一
致 或 者 略
有上提( ≤
1 cm)

外
套
类

12～16

与 原 型 一
致 或 者 略
有下降( ≤
1 cm)

背宽
大于
胸宽
1. 0～
1. 5 cm

袖窿宽度与
前后袖窿平
均深度的比
值为 0. 58～
0. 68 cm ( 胸
围 越 大，比
值越大)

窿 底 区 域 前
袖 窿 凹 势 大
于 后 袖 窿 约
1 cm，前 袖 窿
长 度 不 能 大
于 后 袖 窿 长
度，袖窿总长
度 比 成 品 半
胸 围 小 3 ～
5 cm

3. 3 袖山松弛褶的修正
当袖山头处出现横向波纹状松弛褶时，说明该

区域面积过大，尤其是袖山纵向长度( 袖山高) 超出

手臂相应部位的需求。这类纵向多余的弊病大多伴

随着横向的不足，外观表现为袖子上半部分充满褶

纹，袖山头处是横向波纹，袖山前腋、后腋区域、上臂

区域则是横向受力褶。因此，这类弊病的修正也有

助于解决袖山腋部出现受力褶的弊病。
修正时，因为不涉及衣身，所以袖窿弧线不变，

袖山弧线的长度也不能改变。以适体型两片袖为

例，袖山松弛褶的具体修正方法见图 5，需要将大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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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袖山进行剪切、旋转，以纵向重叠为主，降低了袖

山高度，伴随增加了横向的宽度，所以消除袖山头褶

纹后还可以改善上臂的束缚感［10］。

图 5 袖山松弛褶的修正

对于正常体型，适体型上衣的袖子结构设计要

求袖山高度不能大于袖肥的 1 /2，在袖山高的下 1 /3
处，袖山宽度满足袖肥的 2 /3，见图 4( a) 。

4 结束语

合理的服装结构设计，不仅可以实现顺畅美观

的服装造型，而且可以保证日常着装的舒适性。当

服装表面出现非必要褶纹时，既不美观，有些还会妨

碍日常基本动作。产生褶纹的原因是服装面积与人

体的需求不吻合，对于受力的褶皱，需要在受力区增

加面积; 对于松弛的褶纹，需要在波纹中心区减小面

积，应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面积的主要变化

方向及具体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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