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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以立领结构为基础,遵循平面结构变化规律,通过加大横开领、衣(领)片切割、省转移等方法使重叠的
领片与衣片分离,从而得到合理的连身立领结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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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身立领作为一种特殊的领型,以其独有的风韵在现代女
装中占据一定地位。从服装结构的角度考虑,连身立领与立领
密切相关,但由于“连身”的特殊要求,就必须在立领结构基础上
进行相应的特殊处理。

由立领平面结构图[1](图1)可以看出：立领的下口线与衣
片的领圈线在前中部是重合的,这使得衣片与领片连为一体完
全可能；领片与衣片在肩部有一定重叠量,使得领片连身在结构
上有一定难度,因此,如何解决重叠量也就成为连身立领结构的
关键问题。

图1　立领平面结构图

1　领片和衣片重叠的必要性

首先分析重叠量出现的原因。众所周知,服装平面结构的
依据是人体相应部位体表的平面展开图。与领部相关的是人体
肩颈部,将该部位立体形态理想化,视为相连的两圆台体[2],如
图2(a )。假设沿颈根线将两圆台体分离,并将前中线与肩线间
的侧表面展开,得到如图2(b )的平面图,显而易见,颈部与肩部
有重叠。相应地,领片与衣片在此部位也应该有重叠,才能使得
领部与人体相符即达到合体的目的。

重叠量的大小由领造型决定：造型宽松,领止口线长,领片
向上弯势小,重叠量就大；相反地,造型合体,重叠量就小。对于
连身立领,重叠量过大将不可能实现,所以不会出现宽松造型,
我们也就在合体型立领结构的基础上讨论其结构。

图2　人体肩颈部平面展开图

2　解决重叠量的方法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在保证款式的前提下,使重叠量尽可
能小；对于较小重叠量采用分割方法,将重叠部分合理分离,从
而得到连身立领的结构[3]。具体方法有以下几种：
2.1　扩大横开领

扩大横开领的方法如图3所示。将衣片横开领加大,相当
于去掉部分衣片,使重叠量减小；同时横开领的加大使领圈线加
长,领下口线变长,而领止口线长不变,领片向上弯势自然增大,
重叠量进一步减小,剩余重叠量通过工艺手段(拔)解决。

一般情况下,抱脖型连身立领的横开领加大量为0.5～
1c m,颈根宽松型连身立领的横开领加大量为1～1.5c m,如果
加大过多,会使领圈离开颈根太远,影响造型。
2.2　分割衣片
2.2.1　直接分割

适当分割衣片,使重叠部分分离,见图4。这种方法简单易
行,但在分割线与领圈线相交处,工艺上较难处理,且这种分割
视觉效果不理想。
2.2.2　分割并转移胸省

将腋下胸省转移至领圈 A 点处(重叠量起始部位),衣片、
领片不再重叠,见图5。通常要求衣片、领片间距不小于1.5
c m,主要是考虑工艺可行性,正常胸省量(2c m)可以满足此值。
如果转移后间距不足,可适当加大衣片横开领,并保留小部分重
叠量通过工艺手段(拔)解决。这种方法适用于合体女装。
2.3　分割领片
2.3.1直接分割

适当分割领片,使重叠部分分离,见图6。与直接分割衣片
相似,工艺上处理不好也会影响效果。这样分割视觉效果也不
理想,一般很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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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扩大横开领解决重叠量

图4　分割衣片解决重叠量

图5　省转移解决重叠量

图6　分割领片解决重叠量

2.3.2　分割并转移胸省[4]

分离后领片,与后衣片领圈对接,见图7。分割前衣片带领片,将
腋下胸省转移至领圈 A 点处(重叠量起始部位),然后固定 A 点,旋转
领侧片,使衣片、领片不再重叠,最后修顺肩线。类似方法处理后片。

实际应用时,领前(后)片、侧片间距应不小于1cm,旋转时还
应保留小部分重叠量,通过工艺手段(拔)解决,成品效果更佳。

　　以上这几种方法都是遵循平面结构的转换规律来实现衣片

与领片的合理分离,实际操作时应注意灵活应用,往往需要将几
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还有一点,虽然结构对服
装来说是一个主要因素,但工艺手段是绝对不可忽略的,有些结
构上的难题只有在工艺的辅助下才可能解决或解决得更好。

图7　连领片转移胸省解决重叠量

3　结语

连身立领款式变化很丰富,前开型居多,领头与门襟造型多
样,既美观又舒适；也有前封闭型,不过领宽都较小,保证穿着舒
适性。其结构总是在立领结构基础上转换而来,为满足连身要
求,一般领圈较大(横开领大),肩与领过渡自然平缓,不会象中
式立领那样有明显的肩颈转折线。

要使款式造型令人满意,除了结构、工艺合理、到位之外,面
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相比之下,可塑性好、较硬挺的面料适用
于该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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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pat t er n of hi g h neck li ne of wo men s＇ wear i s mai nl y anal yzed i n t hi s paper .I n or der t o r each t he pr oper pat t er n of hi g h neck li ne ,t he
pat t er n of st and coll ar s houl d be based on and t he change r ul e s houl d be f oll o wed .Then ,t he overl ap of coll ar and f r ont-body coul d be di vi ded by means
of enl ar gi ng neck wi dt h ,di vi di ng t he coll ar or f r ont-body and averti ng t he dar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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