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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领部平面结构的

综合制图法原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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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领作为服装的一个重要部件,对其平面结构与立体造型的一致性要求非常高。
为针对特定的领型准确作出相应的结构图,提出一种新的制图方法———综合制图法,在
分析其原理的基础上,以驳翻领为例具体说明制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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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款式服装,以领造型变化为主的占据了相
当大的比重。领是设计师思想表达的一个主要部
位。领型不仅体现款式变化,更深深地影响着服装
整体风格与品位。

如此重要的“首领”部位(成衣检验中被称为0号
部位),造型的设计固然重要,但为实现造型而进行的
结构设计与工艺设计也非常关键。如何使美的造型成
功地展现在成衣上,核心问题便是准确而又简便地将
设计的立体造型平面化,分解为最合理的平面结构。

近年来广大专业人士总结出不少方法,如公式
法、几何法、全 (半)角法、按需配领法等等。但
是,随着服装生产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结构数据
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结构图
要便于在计算机上完成,便于缩放,便于统一管
理,便于技术交流。为此,提出一种新的制图
法———综合制图法。这种方法既能将立体造型准确
地平面化,又能做到制图数据化。
1　综合制图法的原理

此法以肩线为界,将领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领
部分是造型的主体,根据立体效果直接模仿止口轮
廓线；后领部分按照止口线需要的长度计算领需要

打开的角度,确保成型后的状态与要求相符。
1.1　明确立体效果

结构设计的依据是立体效果,要作出准确的领

结构,必须首先明确立体效果。需要根据提供的立
体效果图或样品,确认领在颈侧部位的状态 (离开
或贴合),确定所属类型 (整片式或分片式)。
1.2　运用 “比例法”估算造型参数具体数值

确定造型三角,即明确肩缝位总领宽a+b,
止口落点距c,如图1 (a为领座高,b为翻领宽,
c为领止口在肩线上的落点与领圈颈侧点的间距)。
比例法是结构设计中分析效果图的主要方法,因为
确定比例往往比确定具体数值能够更准确地把握造

型。具体应用时,需要选择一个恰当的参照部位,
可以简便而又准确地定出比例关系。参照部位应该
稳定可靠,与造型参数部位关系直接明确,多取号
型或控制部位。例如,确定止口落点距c时,最佳
的参照部位是肩宽。根据落点在肩缝线上的位置先
明确比例关系,而后根据号型及控制部位数值表
(国家标准)进一步确定具体数值。
1.3　进一步将立体效果平面化、数据化

需要把立体效果转化为相应平面效果图,并在
前后衣片上作出止口同位线,这是由立体造型转化
为平面结构的关键。
1.4　将效果图中止口造型及长度表达在结构图中

至于翻折线,并不是画出来的,而是一定止口
线与装领线条件下自然出现的唯一稳定线。

需要强调的是,综合制图法并非由传统方法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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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后中线处领宽关系来决定结构,而是由肩部领
宽关系来决定。这样使结构与效果直接对应,至于
领后中部的状态,则是伴随出现的自然状态,而非
强求。

这里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翻领止口不能盖没

装领线。表面看,是翻领宽与领座高的差值不够,
实质上是领止口线不够长,导致止口上爬,改变了
翻领与领座的设计宽度,只要止口线长度合适就可
完全避免。另一个问题是肩部与后中部领宽不一定
相等,一般情况是领座宽———肩部小于后中部,翻
领宽———肩部大于后中部,为保证后中部足够的领
宽差值,在设定肩部领宽时,理论上控制b—a≥
0.5cm,实际应用中,一般都取b—a≥1.0cm。

2　领造型参数
为研究方便,引入两个新参数来描述领的立体

造型。一是造型特征值,反映肩部立体造型中止口
线位置的特征,即领翻到哪里。具体定义为止口落
点距与肩部总领宽的比值,用 k表示,即 k=
c
a+b；二是领宽比值,反映肩部立体造型中翻折
线位置的特征,即领从哪里翻。定义为肩位领座与

领宽关系的比值,用 m表示,即 m= a
a+b。

当领型确定时,这两个特征值也便确定,而且
两个比值一一对应。具体应用时,可根据要求任选
其一来描述领造型。
3　领开角

前领部分是造型的主体,平面结构中以直接模
仿为主[1] 。后领部分主要保证止口线的长度,使前领
造型不被改变。具体方法为,将后领部分简化为以总
领宽为宽、后领圈长为长的矩形；根据效果对后领止
口线的长度要求(与后领止口同位线一致),前后领
间便形成一个稳定的夹角,称为领夹角θ,如图2。

一定的造型对应一定的止口线,从而对应一定
的领夹角,实验证明领夹角与造型参数间有确定的
关系,分别为：

k=sinθ+0.04

m=
cos (θ+15°)

2 　15°≤θ<40°
cos (θ+10°)

2 　40°≤θ≤65°
显然,制图时依据这样的关系式来确定领开角度

很不方便,而且作图时直接控制角度也很不便。那么
将常用造型参数对应的角度求出,并设法将角度的直
接控制转化为对相应线段长度的控制则很方便。

与角度相关的线段有对应的弦及直角对边,如
图3。由实验结果分析并计算可得：

图3　角度与长度的转换
(1)当0.30≤k≤0.75时,弦长系数相对稳

定,近似取值为n1=1.8；弦长l1=1.8 (b—a)。
(2)当0.30≤k≤0.65时,直角边系数可以取值

为n2=2.0；当0.65<k≤0.85时,可以取值为 n2=
2.4；直角边长I2=2.0(b—a)或I2=2.4(b—a)。

(3)当0.75<k<1.00时,领开角较大,且系
数不稳定,制图不便,也容易产生误差,所以最好
采用前后衣片肩线重叠法来作领结构。制图时,当
造型参数值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简单地用领宽
a、b来控制角度。相比之下,当0.30≤k≤0.65
时,弦长系数1.8计算较复杂,且制图时需要借助
圆规来完成：直角边系数为2.0易于计算,用直尺
便可完成,所以用后者很方便。当0.65≤k≤0.75
时,可以根据个人习惯任选其一。

常用领型对应参数值及长度公式如表1。
表1　翻领结构相关参数表

k 0.300.350.400.450.500.550.600.650.700.75
m 0.430.420.400.390.370.350.340.320.310.29

垂线长

公式
I2=2.0 (b—a) I2=2.4

(b—a)
弦长公式 I1=1.8 (b—a)

4　综合制图法完成驳翻领平面结构图
(1)根据立体效果确定总领宽 a+b,止口落

点距c,求得k值。
(2)查表1得到对应 m值,并算得实际领座

高a,翻领宽b。
(3)根据a、b、c作造型三角、前领与驳头造型线。
(4)A为圆心,b为半径划弧,与肩斜线反向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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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交于 E点(领基点)；连结0E(驳口线),并延长。
(5)E为圆心,a为半径划弧：M′为圆心,

MB为半径划弧；两弧相交于 D点 (SNP)。
(6)连接 AD,与 OE相交于E′；沿驳口线向

上取 E′F′=a+b,过 F′作垂线,且使 FF′=2.0
(b—a),连结 EF并延长 (领翻折线)。

(7)作 DH2⊥E′F,且 DH2=a+b,完成矩
形 DH0H1H2,DH0 长度为后领圈长。

(8)修顺装领线,翻折线,止口线。
要使得领与颈部很好贴合,领造型严谨,翻领

的翻折线必须短于装领线。为此,需要将以上所得
整片式翻领沿翻折线分离,分别调整领座与翻出部
分的对应线长度[2] 。具体方法如图5。

(9)距翻折线下1cm 处将得到的单片翻领分
片 (与翻折线的距离必须考虑到分片缩短翻折线
后,实际领座减小量及拼接工艺中缝份的容纳量)。

(10)领座部分结构：将装领线及分离线反向
拷贝,使分离线缩短0.3～0.5cm。

(11)翻领部分结构：将翻领在肩部区域叠进
0.8cm,具体量的分配见图,修顺止口线与分离线。

需要说明的是,领座叠进量本来就不大,随着
剪开位的下移,会变得更小。实际上,这个量可以
借助于面料的伸缩性,不是结构中翻折线叠进,而是

将领座整体缩短,由工艺部分再做处理。如驳翻领的
领座往往裁成直条状,长度比领窝大约短0.3cm,装
配时将装领线在SNP附近拔开,以实现所需立体效
果。仅依靠平面结构对造型的把握是不够的,还需要
考虑工艺影响及实际状态下领片的层次关系、面料
特性、辅料特性等因素。综合制图法力求在制图阶段
实现平面结构对立体效果的准确表达,能够便于信
息化管理,渴望与广大专业人士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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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andapplicationof
syntheticdraftingmethodofthecollarstructure

　　Abstract：Itisimportantthattheagreementbetweenstructureandformofcollarcanbeensuredor
not.Tomakethedraftofstructurereflectsformaccurately,putsforwardanewdraftingmethod—Synthet-
icdraftingmethod.Thepaperanalyzetheprincipleofthemethodandillustratethedrafting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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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ningeffectofdomestichighprecision
withoutmechanicalwave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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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thetestandspinningpractice,applicationofdomestichighprecisionwithout
mechanicalwaverollercanimproveyarnquality.EvennessCV、thin、thickandnepshaveremarkablyre-
duced.anditcanclear99%mechanicalwav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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