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导报 China Textile Leader·2008 No.6 121

Apparel Technology 服装技术

基于人体的裙装原型结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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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装是覆盖人体下半体的一类服装，腰

臀部合体、裙身呈直筒状、裙长过膝的紧身裙

是最基本的裙型，其平面结构称为裙装原型

结构。

合理的原型结构应该与所覆盖的人体表

面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为探讨裙装原型结

构，首先需要分析人体表面特征。

一、下半身人体表面特征分析

如图1，分别从正面和侧面观察人体，最

凹进部位是腰部，而最凸出部位在不同方位

的区域不同。前区为腹凸，前侧区为髂骨棘，

侧区为大转子，后区为臀凸，经这些区域特征

点虚拟连线，便得到着装贴合区下分界线。

借助人体下半身正视图及侧视图，可以

近似得到腰臀部俯视图，更清晰地反应最凸

出部位的分布及各特征部位间的关系。

如何准确描述人体特征并将其准确量化，

是平面结构设计的基础。传统的方法是测量一

些特征部位的尺寸，如腰围、臀围等，但仅有

这些部位的整体尺寸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知

道以这个长度为周长所围成的水平截面的形

状，以及各截面间相对位置关系，最理想的方

法是通过人体截面迭加图（俯视图）来分析。

借助先进的人体三维测量仪，可以方便

而准确地读取人体表面特征，得到所需部位

的迭加图，为研究相应的服装结构提供可靠

的依据。

二、裙装原型结构分析

为使裙装造型对称、自然，且具有良好的

保形性，需要对人体下半身进行圆柱状外包

围（如图2），其围度应该满足截面迭加后全方

位的最大外包围，并保持一定的松量。为保证

穿着稳定性，在穿着支撑区域需要将多余量

以省的形式去掉。去掉余量的圆柱侧面展开

便可得到裙装平面结构。在裙装结构中，余量

的处理即省道的设置是关键，要使结构合理，

省的位置及大小都必须以人体特征为依据，

综合考虑造型的合体性、舒适性、适体性（增

加立体感，使体型显瘦，美化人体）。

图1    人体下半身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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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裙装原型结构制表

裙装原型结构制表 cm

号型

165/68A

W

68

FH

23

BH

23

L

60

根据测量数据，列出规格表，进

而完成裙装原型结构制图（图4）。省

量的分配综合考虑以上分析，应用时

可以根据记录的特殊体型特征适量微

调。如腹突明显（中年、偏胖）I省 >

II省，侧棘明显II省 > I省（青年、偏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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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裙装截面

为方便讨论，将腰臀部最大外包

围迭加图单独取出（图3）。从合体的

角度考虑，收省的位置与大小应该基

于人体的臀腰差分布。理论上讲截面

分区越细密，立体效果就越合体，余

量处理越方便，也越合理，但从实际

效果看，分区过密就需要设置多个省

道，将腰围分为多段，破坏了造型的

整体性，也增加了制作与加工的工作

量，不可取。实际应用中，将腰臀有

差值区域平均分为5区（图3），各区

的臀腰差即为省量，各区中心即为省

位。由图3可知，在不同区域臀腰差

不同，即需要的收省量不等。对于正

常体型，III区差值最大，IV、V区基

本相等且略小于III区，II区更小，I

区最小。另外，为造型过渡更趋均匀，

各区一般留出约0.2的差值作为装腰

吃势，并不是将差值全部以省的形式

去掉。

省长的设定应以各区域内人体最

高位为准，即到达贴合区下分界线，

基本状况如图4。

从舒适的角度考虑，坐姿与步行

都需要在II、IV、V区保持裙装与人

体有较大间隙，即臀部在该区域需要

较大放松量，在整体放松量一定的情

况下，松量分布由省量控制，需要松

量大的区域省量应该调大。注意应该

是保证合体性基础上的微调。

从适体的角度考虑，着装者都希

望服装能美化体型，由造型理论可

知，增强立体感可以收缩宽度，达到

显瘦的效果。为此，需要调小III区省

量，调大其他区省量，与舒适性要求

一致。

三、人体特征值的简易测

量法

要设计最合理的裙装结构，需要

图2    裙装对人体的外包围

准确的人体截面特征，并准确量化。

但毕竟先进的测量设备不够普及，能

够便捷而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人体特征

的测量手段更为实用，在不借助仪器

设备的条件下，提出以下简易测量

法。

1. 腰围测量

用软尺在腰部最细处作围量一

周。需要中央为“0”刻度的软尺，便

于确定位置，可直接读取数值；在软

尺上挂3条重垂线，夹子在后中固定软

尺两端；重垂线分别置于前中、后中

位，另一条置于右侧距前中W/4＋1处

这样把人体简单分为3个区。

2. 臀围测量

以臀突为标记，水平围量一周。

软尺在重垂线外测量，保证腹突的垂

面向下延伸，测得最大围度尺寸；以

侧垂线为界，分别读取并记录前臀围

值（FH）与后臀围值（BH）。

3. 观察人体特征

观察并记录特殊体型特征，以便

调整各区省量。

图4    裙装原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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