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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实验证明，当服装肩部袖片与衣片连为一体时最

便于上肢及肩部活动，所以连身袖在服装款式中应用很广

泛，尤其在休闲装和运动装中最为常见。

1  连身袖结构原理

人体上肢与躯干以一定角度相连接，基于人体特征，

可以得到衣片与袖片的基本结构（原型）。为得到连身袖的

结构，需要将袖山与袖笼对合。那么，将原型袖沿袖中线

分离，前后袖分别与前后袖笼对合，出现以下情况。

1.1  肩点区域对合

如图1，先将前衣片胸省留一半作为前袖笼放松量，另

一半转移至其他部位收省或留作放松量（图中转移至领

口）。再将袖片与袖笼在肩点区域对合，袖中线与肩线成直

线。这种状态下，重合区很小，在袖山与袖笼间出现间隙，

形成较大分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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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肩位对合

1.2  袖山饱满区域对合

如图2，将袖山上部饱满区域与袖笼对合，袖中线与

肩线引导线间形成一定夹角α、β。这种状态下，肩点区袖

山与袖笼存在少量间隙，形成较小分离区；袖山饱满区形

成较大重合区域；袖山中部转折区出现间隙，形成较大分

离区，袖底部分袖片与衣片交叉，形成重叠区。

1.3  袖山转折区域对合

如图3，将袖山转折区域与袖笼对合，袖中线与肩线

引导线间形成较大夹角α、β。这种状态下，肩点区袖山与

袖笼存在一定间隙，形成分离区；袖山中部形成较大重合

图2   饱满区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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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转折区对合

综合分析，随着袖山重合区域的下移，袖中线与肩线

间夹角（简称袖夹角）加大，肩点分离区从无到有逐步加

大，重合区域逐渐扩大，中部间隙随之减小，腋下重叠区

域从无到有逐步扩大。

当衣片与袖片对合时，只要出现重合区，便使袖片连

身成为可能；如果只有间隙区伴随重合区出现，便可以实

现袖片完全连身，即整体连袖。如果重叠区也伴随重合区

出现，重叠部位的连身便不可实现，此时要实现其他部位

袖片连身，必须解决重叠量。换言之，分解重叠区便成为

实现连身袖结构的关键问题。

2  重叠区的分解方法

为方便分解重叠区，首先考虑尽可能减小重叠量，然

后将重叠部分的衣片和袖片设法分离。

2.1  减小重叠区

由前面分析可知，重叠区的出现是由于重合区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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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袖底部分袖片与衣片交叉，形成较大重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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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袖片与肩线夹角增大，袖底与笼底发生交叉；且夹角越

大，重叠量越大。要减小重叠量，就需要控制袖夹角不宜

取大。但袖夹角的变化还影响成衣效果，因为伴随角度变

大，中部分离区逐步减小至无，对应的着装效果为胸宽与

背宽处的松褶量减小，静态外观效果趋好，而动态活动量

不足。所以应该首先根据成衣设计效果确定袖夹角范围，

进而为减小重叠量选择其中较小角度。

另外，当角度一定时，加深袖笼可以使衣片腋下部分

减小，从而减小重叠量，降低分解难度。因此，一般连袖

结构都要在原型衣片基础上适当加深袖笼。

2.2  分解重叠区

分解的基本思路为将其中一层完整分离，另一层保

留，或者两层都做局部分离，共同实现分解。具体处理方

法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2.2.1   分离衣片

以重叠区的上点为基本点，将衣片进行分割，分割线

以上部分实现袖片连身；分割线以下部分的衣片进行分离，

实现重叠量的分解。

常见的分割线有4类（图4）：①为半插肩类，分割线

以弧线形状至肩线；②为插肩类，分割线以弧线（折线）形

状至领口；③为约克类，分割线以直线（弧线）形状至前

中线；④为刀背类，分割线以弧线形状至下摆。

2.2.2   分离袖片

以重叠区的上点为基本点，将袖片进行分割，分割线

以上部分实现袖片连身；分割线以下部分的袖片进行分离，

实现重叠量的分解。

常见的分割线有3类（图5）：①为压肩类，分割线以

横向直线形状至袖中线；②为约克类，分割线以斜向直线

（弧线）形状至袖中线；③为平行类，分割线以纵向直线（弧

线）形状至袖口。

3  连身袖的应用

（1）合体型连袖，采用腋下插片式或刀背分割式结构，

多用于女装羊绒类外套。袖夹角一般为35°～ 45°（越合

体，角度越大），为使袖型与手臂走向趋于一致，具有向前

的方向性，前后角关系应为α－β = 5°～ 8°(袖夹角越

大，差值越大)。采用较高袖山。

（2）基本合体型连袖，采用插肩式结构，多用于男女

装风衣、大衣类。袖夹角一般为20°～ 35°，前后角关系

应为α－β= 2°～ 5°。采用中高袖山。

（3）宽松型连袖，采用腋下插片式或刀背分割式以外

的结构，多用于男女休闲装、运动装。袖夹角一般为0°

～ 20°，前后角关系应为α－β = 0°～ 2°。当袖夹角

为0°时，前后袖片可以拼合为一体，减少加工工序。采

用低袖山。

4  结语

关于连身袖的结构，本文仅从平面的角度进行定性分

析，具体应用时还需要根据造型和款式要求进行定量分析，

理论与经验相结合，才能实现理想的成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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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分离部分衣片与袖片

如图6，重叠区的上下点连线，将其分割为4个区域，

1、3区分别为前后衣片的分离区，2、4区分别为前后袖片

的分离区。将1、3区衣片侧缝拼合，得到完整的衣片分离

部分；将2、4区袖片底缝拼合，得到完整的袖片分离部分。

可以看出，二者成相似形，笼底与袖底连接后，具有很好

的贴合性，但在腋下较小的分离区内，先要将笼底与袖底

连接，再进行小片与对应大片的连接，工艺复杂且难度较

大。为此，考虑将衣片与袖片分离部分进行拼合，形成完

整的插片结构。以此时的轮廓作为分离部分的整体结构，

各条线的对应关系没有问题，只是两条相似的弧线间出现

间隙，着装后腋下会形成余量，静态时略显多余，而动态

时则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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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分离插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