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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除
去面料、款式、价格等因素,服装的合体度一直是人们

十分关心的话题。一件衣服是否合体,取决于服装的

款式设计与结构设计,而对于人体体型的分类,则是其

基本考量因素。在对人体体型进行分类时,不能单凭

生理指标这一个因素,还要综合考虑纸样制作的便捷

性、服装号型的覆盖率等因素来对体型进行划分。
我国颁布了2版《服装号型》,一是20世纪90年

代的GB/T1335—1997,最新一版是2008年颁布的

GB/T1335—2008。与1997版相比,2008版主要在

标准英文名称、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上做了修改,同
时增加了180号及对应的型配置。但国家发布的《服
装号型》在年龄层(18~60岁)的选择上跨度范围较

大,因此很难准确概括不同年龄层的体型。因此,本文

参考国标的分类方法,采用三维扫描与手工测量结合

的方式,通过相关性分析、描述统计、线性回归分析、聚
类分析等统计方法随机选取北京地区的女大学生进行

人体的测量及体型划分,并对其档位进行重新划定。

1 人体测量试验

1.1 测量对象

19~25岁北京地区的女大学生。

1.2 测量方式及要求

要求被测者测量时身穿贴身、轻薄、浅色衣物,手
工测量时选用卷尺、马丁测量仪,要求被测者自然站

立[1]、目视前方、双手自然下垂;采用三维人体扫描仪

时要求被测者自然站立[1],双脚与肩同宽,双手向斜下

方自然张开30°,目视前方。

1.3 主要研究部位

依据相关文献的调查,要求选用指标既能很好地

描述身体主控部位,又能对体型分类的相关分析提供

帮助。

1.4 数据处理

用SPSS处理软件[2],先对所有数据进行预处理,
剔除奇异、丢失值,最终得到有效数据1404个。

2 女大学生体型特征分析

2.1 主要研究部位确定

对北京地区女大学生体型数值分别进行因子分析

和相关性分析[3]。通过因子分析中的方差最大旋转法

将13个数据归纳为4个因子,它们对总体项目的累积

贡献率为84.807%,即各部位被很好表达,见表1和表

2。
表1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公因子方差分析

初 始 提 取

身高 1.000 0.958
体重 1.000 0.871
胸围 1.000 0.858
腰围 1.000 0.945
臀围 1.000 0.861

前胸宽 1.000 0.910
后背宽 1.000 0.852
肩宽 1.000 0.707
颈围 1.000 0.754

腰围高 1.000 0.891
背长 1.000 0.722
臂长 1.000 0.827

胸腰差 1.000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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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旋转后成分矩阵因子提取结果

1 2 3 4

身高 -0.145 0.966 0.005 0.064
体重 0.792 -0.071 0.394 0.288
胸围 0.857 -0.126 0.096 0.315
腰围 0.780 -0.367 0.421 0.157
臀围 0.803 -0.160 0.344 0.268

前胸宽 0.268 0.064 0.070 0.911
后背宽 0.899 0.045 0.012 -0.205
肩宽 0.658 0.290 -0.289 0.325
颈围 0.590 -0.529 0.352 0.049

腰围高 -0.125 0.927 -0.121 0.018
背长 0.219 0.453 0.645 0.229
臂长 0.025 0.908 0.033 -0.002

胸腰差 -0.276 0.513 -0.667 0.137

  由表1可知,提取的值均大于0.7,因此可以很好

地表达变量;由表2可知,胸围(0.857)、臀围(0.803)、
后背宽(0.899)为第一因子反应影响围度变化的3个

最大因子,身高(0.966)、腰围高(0.927)、臂长(0.908)

为第二因子反应影响高度变化最大的3个因子,第三

因子中最高的为背长(0.645),第四因子中最高的为前

胸宽(0.911)。通过第一因子和第二因子可以很好地

描述人体的高度和围度。
线性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对称性,主要

分析以1.000为对角线左下方的关系。
由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体重和较大围度之间的

变化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0.8),较小围度(颈围)和
宽度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0.5),身高和高度之间存

在着相关性,用来反应长度的变化,而身高和体重之间

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因此身高的高矮与体重之间没有

必然联系。引入BMI值,发现BMI与体重呈现极强的

正相关,而与身高呈现负相关。因此,结合因子分析和

线性分析,同时参考服装号型确定的指标,确定身高、
胸围、腰围、臀围、胸腰差、BMI这6个指标,用来作为

描述体型的主要变化指标。

表3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人体各部位之间的相关性

身高 体重 BMI 胸围 腰围 臀围 前胸宽 后背宽 肩宽 颈围 腰围高 背长 臂长 胸腰差

身高 皮尔逊相关性 1.000 -0.148* -0.589** -0.233** -0.452** -0.245** 0.091 -0.100 0.190** -0.564** 0.945** 0.382** 0.842** 0.524**

Sig.(双尾) 0.041 0.000 0.001 0.000 0.001 0.214 0.170 0.00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体重 皮尔逊相关性 -0.148* 1.000 0.883** 0.814** 0.838** 0.852** 0.460** 0.606** 0.431** 0.595** -0.173* 0.403** -0.032 -0.450**

Sig.(双尾) 0.04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7 0.000 0.660 0.000
BMI 皮尔逊相关性 -0.589** 0.883** 1.000 0.779** 0.900** 0.809** 0.337** 0.542** 0.252** 0.747** -0.580** 0.152* -0.414** -0.614**

Sig.(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36 0.000 0.000
胸围 皮尔逊相关性 -0.233** 0.814** 0.779** 1.000 0.857** 0.849** 0.478** 0.654** 0.465** 0.603** -0.214** 0.256** -0.065 -0.224**

Sig.(双尾)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3 0.000 0.375 0.002
腰围 皮尔逊相关性 -0.452** 0.838** 0.900** 0.857** 1.000 0.882** 0.366** 0.630** 0.300** 0.784** -0.458** 0.253** -0.262** -0.694**

Sig.(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臀围 皮尔逊相关性 -0.245** 0.852** 0.809** 0.849** 0.882** 1.000 0.438** 0.597** 0.437** 0.674** -0.259** 0.336** -0.102 -0.483**

Sig.(双尾)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65 0.000
前胸宽 皮尔逊相关性 0.091 0.460** 0.337** 0.478** 0.366** 0.438** 1.000 0.146* 0.446** 0.233** 0.048 0.294** 0.092 -0.030

Sig.(双尾) 0.21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4 0.000 0.001 0.507 0.000 0.207 0.677
后背宽 皮尔逊相关性 -0.100 0.606** 0.542** 0.654** 0.630** 0.597** 0.146* 1.000 0.530** 0.514** -0.114 0.257** 0.017 -0.275**

Sig.(双尾) 0.17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4 0.000 0.000 0.117 0.000 0.820 0.000
肩宽 皮尔逊相关性 0.190** 0.431** 0.252** 0.465** 0.300** 0.437** 0.446** 0.530** 1.000 0.152* 0.149* 0.289** 0.208** 0.082

Sig.(双尾) 0.00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37 0.040 0.000 0.004 0.264
颈围 皮尔逊相关性 -0.564** 0.595** 0.747** 0.603** 0.784** 0.674** 0.233** 0.514** 0.152* 1.000 -0.580** 0.124 -0.437** -0.639**

Sig.(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37 0.000 0.087 0.000 0.000
腰围高 皮尔逊相关性 0.945** -0.173* -0.580** -0.214** -0.458** -0.259** 0.048 -0.114 0.149* -0.580** 1.000 0.187** 0.841** 0.563**

Sig.(双尾) 0.000 0.017 0.000 0.003 0.000 0.000 0.507 0.117 0.040 0.000 0.010 0.000 0.000
背长 皮尔逊相关性 0.382** 0.403** 0.152* 0.256** 0.253** 0.336** 0.294** 0.257** 0.289** 0.124 0.187** 1.000 0.309** -0.126

Sig.(双尾) 0.000 0.000 0.03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87 0.010 0.000 0.082
臂长 皮尔逊相关性 0.842** -0.032 -0.414** -0.065 -0.262** -0.102 0.092 0.017 0.208** -0.437** 0.841** 0.309** 1.000 0.401**

Sig.(双尾) 0.000 0.660 0.000 0.375 0.000 0.165 0.207 0.820 0.004 0.000 0.000 0.000 0.000
胸腰差 皮尔逊相关性 0.524** -0.450** -0.614** -0.224** -0.694** -0.483** -0.030 -0.275** 0.082 -0.639** 0.563** -0.126 0.401** 1.000

Sig.(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2 0.000 0.000 0.677 0.000 0.264 0.000 0.000 0.082 0.000

 注:*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13·     2021年第1期             应用技术




2.2 体型特征分析

对随机抽样的数据进行分析,北京地区女大学生

与全国成年女子体测数据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和全国成年女子体型比较

单位:cm

测量指标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 全国成年女子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身高 166.85 5.49 156.58 5.46
胸围 86.18 6.23 84.06 6.64
腰围 70.38 6.84 69.76 8.26
臀围 94.90 7.03 90.37 5.58

胸腰差 15.80 4.77 14.31 4.04

  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女大学生在高度和围度上

的均 值 均 大 于 全 国 成 年 女 子 的 均 值,而 身 高 (+
10.27)、胸围(+2.1)、臀围(+4.53)的均值则发生较

大的 变 化。北 京 地 区 女 大 学 生 的 BMI平 均 值 为

19.27,处于中国人体重指数标准范围(18.5~23.9)
内,可以看出女大学生的体型普遍呈现身材高挑、胸部

丰满、腰部纤细的特点。

3 女大学生体型分类

不同国家采用的体型分类的方法不是统一的。美

国ASTM标准参考了年龄、身高、体重和围度4个参

考量,再通过每种体型的不同,划分身高、围度和长度。
但在划分时没有考虑胸腰差或腰臀差的大小;日本号

型标准中是将女子体型分为Y、A、B、AB4种,将体型

中出现最高频率的定为A体型,将身高分为142、150、

158、166cm4档,身高中心位定位158cm,统计发现

出现频率最高的胸围为83cm,因此对于83cm胸围,
不同身高、臀围出现最高频率的数值作为A体型的中

心,再按一定的档差确定其他几个体型的数值;德国女

子体型的划分与日本相似,将身高分为160、168、176
cm3档,然后与胸围相配,则臀围尺寸适中的人为标

准尺码,之后再按档差确定其他。ISO号型中是将身

高分为160、168、176cm3档,再通过胸臀差来确定。
而我国现行的GB/T1335—2008,是依据人体胸腰差

的大小分为Y、A、B、C4类,白莉红等[4]研究发现,采
用胸腰差对体型进行划分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1)与
国际标准接轨,且满足我国标准连续性的制定规则;
(2)可以提高服装号型的覆盖率;(3)用腰围而非臀围

作为主要控制部位更加科学;(4)使用胸腰差划分更适

合于应用。
采用聚类的方式,可以更加科学、准确、便捷地对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的体型进行分类,由表3可知,身高

和体重之间并没有太强的相关性,因此只通过胸腰差

作为分类指标来划分难免会出现一些由于特殊身材产

生的较大误差,同时,从表中可以看出,BMI与体重和

身高的相关性较强,它是通过体重和身高的比值,用来

衡量肥胖的指标,因此,引入BMI值,与胸腰差结合,
通过聚类的方法重新对体型进行划分,得到表5。

表5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体型划分

体型 Y A B C

BMI 15~17.5 17.6~21 22~28 ≥29
胸腰差/cm 18~23 13~17 8~12 3~7

  通过聚类将北京地区女大学生通过胸腰差和BMI
值分为4类。可以看出北京地区女大学生结合BMI
后以胸腰差进行划分时与国标的划分有1cm的偏差,
因此,在1404名女大学生中随机抽取190名进行对照

验证,发现按国标分时Y体型覆盖率为45.2%、A体

型的覆盖率为31.5%、B体型的覆盖率为16.1%、C体

型的覆盖率为7%,结合BMI重新划分的体型覆盖率

为Y 体 型 占 40.5%、A 体 型 占 38.4%,B 体 型 占

13.7%、C体型占7%,一些身材肥胖且胸腰差差距较

大,或身材纤细、胸腰差差距较小的人群有了较好的纠

正,因此服装厂在生产时应予以重视。
为详细了解女大学生围度指标的变化情况,以胸

腰比与臀腰比的值分别为横纵坐标,得到分布散点图

如图1所示[5],可知,女大学生胸腰比的平均值为

1.27,臀腰比的平均值为1.37,且分布较为集中于平均

值附近,故女大学生胸腰比与臀腰比的比值相对较大,
体型普遍匀称,呈X体型。

臀
腰

比 1.60

1.50

1.40

1.30

1.20

1.10

1.00

胸腰比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图1 女大学生胸腰比和臀腰比的散点图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BMI值的逐步增大,散点

图越趋近于向原点靠近即体型越缺乏曲线感,上下一

般粗,体型越趋近于H型,偏向胖体;而BMI的值越小

体型越趋向于大开大放的X型,偏向瘦体。可见BMI
值对体型的区分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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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I22~28                         (d)BMI>28

      图2 依据BMI不同分类的女大学生胸腰比和腰臀比的散点图

4 基于女大学生档差的确定

女大学生较全国成年女子在体型上有一定的偏

差,因此对于档差的确定也会有所不同。国标选用身

高、颈椎点高、坐姿颈椎点高、全臂长、腰围高、胸围、颈
围、总肩宽、腰围、臀围作为主控部位针对档差进行研

究[6]。由于本文主要针对上衣进行研究,颈椎点高、坐
姿颈椎点高不如背长更能很好地反应上半身的长度,

故采用背长作为关键部位。从而对规定的Y、A、B、C
标准,对各部位的档差值可以进行新的验证[7]。

4.1 回归方程的确定

由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可知身高和胸围可以很

好地控制、表达其他身体部位,因此用线性回归方程y
=ax1+bx2+c,表示各主控部位与身高、胸围的关系,
其中y 是根据自变量推算出的值,a,b分别为回归系

数,见表6。

表6 北京地区Y、A、B、C身高、胸围控制各部位的线性回归方程

部位 Y A B C

腰围 -0.013×身高+0.936×胸围

-15.431
-0.059×身高+0.845×胸围

+5.9
-0.008×身高+0.944×胸围

-5.37
-0.087×身高+0.817×
胸围+25.825

臀围 0.051×身高+0.771×胸围+
15.944

0.136×身高+0.645×胸围+
14.738

0.099×身高+0.518×胸围+
36.057

0.386×身高+0.636×胸
围-18.265

背长 0.149×身 高+0.38×胸 围+
8.196

0.147×身高+0.082×胸围+
6.603

0.25×身 高+0.169×胸 围-
17.605

0.361×身高+0.159×胸
围-34.382

颈围 -0.066×身高+0.239×胸围

+20.282
-0.137×身高+0.178×胸围

+38.993
-0.172×身高+0.55×胸围+
14.132

-0.051×身高+0.203×
胸围+25.127

臂长 0.467×身高+0.022×胸围-
38.641

0.42× 身 高 +0.25× 胸 围 -
45.9

0.076×身高+0.506×胸围-
8.453

0.327×身高+0.043×胸
围-7.732

肩宽 0.031×身 高+0.25×胸 围+
13.794

0.083×身高+0.145×胸围+
14.292

0.0169×身高+0.37×胸围+
8.692

0.18×身 高+0.297×胸
围-1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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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档差确定

由GB/T1335—2008《服装号型》的推档算法,确
定各部位分档数值的方法为:

长度部位分档数=a(H)×g(H)+b(W)×
g(W)/2 (1)

围度部位分档数=a(H)×g(H)/2+
b(W)×g(W) (2)

式中,a(H)为各部位对身高的回归系数;g(H)
为身高的档差;b(W)为各部位对胸围的回归系数;

g(W)为胸围的档差。
从式(1)和式(2)中可以看出档数的确定与回归系

数有关,与常数项无关,故将各回归方程标准化后[8],
采用5·4号型作为分档标准,即身高的档差为5,胸围

的档差为4,得到各部位档差及平均值如表7和表8所

示。
表7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Y、A、B、C的档差 单位:cm

体型类别 Y A B C

身高 5.0 5.0 5.0 5.0
胸围 4.0 4.0 4.0 4.0
腰围 3.4 3.3 3.3 3.6
臀围 3.3 3.5 3.3 3.8
颈围 0.8 1.0 1.0 0.8
肩宽 0.7 0.5 0.5 0.7
臂长 2.0 2.5 2.5 2.0
背长 3.5 3.6 3.5 3.6

表8 北京地区女大学生Y、A、B、C均值 单位:cm

体型类别 Y A B C

身高 168.2 165.6 163.9 161.6
胸围 88.6 83.2 90.5 104.5
腰围 65.3 66.2 78.7 97.1
臀围 93.2 92.0 99.4 110.9
颈围 29.7 30.5 34.6 38.1
肩宽 41.5 40.6 40.8 42.4
臂长 59.6 57.4 55.5 55.1
背长 39.1 38.7 39.2 40.9

  由表7和表8可知,在重新划分的Y、A、B、C体型

分类下,各部位的均值和档差较国标有了改变,与国标

的中间体对比发现,身高、胸围、臂长的均值有较大的

增长,颈围的均值要小于国标值,腰围、肩宽的大小与

国标差距不大,臀围在B、C体型的增长较大。因此,

可以看出,女大学生在不同体型所对应的围度、长度的

档差的确定要结合体型的不同有所变化。

5 结论

通过对女大学生身体各部位进行分析及确定的档

差可以看出:
(1)女大学生较全国成年女子的各项数值均有较

大的变化,因此在研究体型划分时,年龄也是很重要的

划分因素。
(2)通过引入BMI对体型的分类有了重新的划

分,对一些特殊体型有较好的划分,可见单靠胸腰差还

是不能很好地描述个体体型的特点。
(3)对重新划分后的4类体型得出由身高、胸围控

制的各部位回归方程,并以5·4号型为例,规范了各

部位的档差,同时通过对均值的分析,发现女大学生一

些部位较国标中成年女子有一定区别。
(4)在对档差进行划分时,由于样本中B、C体型的

数据所占比例不多,因此存在误差较大,需要后续对数

据进行补充分析。同时也可以看出在19~25岁女大

学生中,体型主要以Y、A为主,可以此对服装号型的

定制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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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meetpeople'sincreasingsportsdemandandadapttothesmartdevelopmentenvironmentofclothing,the

vulnerablepartsofthebodyintheprocessofsportsweresummarizedthroughliteratureresearch,andflexiblepressuresensorwas

placedintheelbowandkneeoftight-fittingsportsclothing.Thesensorconvertedthepressurechangebetweenthehumanbodyand

theclothingintodataintheterminaldisplaydevicethroughspecificcircuit,wirelesscommunicationtechnologyanddataprocessing
system,andcombinedthestructuraldesignoftheclothingandtheselectionofthefabricfortheoveralldesign.Intelligentclothing
thatmettherequirementsofphysicalcomfort,self-monitoringandexerciseplanningofathleteswasdeveloped.Ithadrealizedintelli-

gentapplicationsbasedonthefunctionalityoftheclothing,whichhelpedpeopleunderstandtheirsportsstatusmoreintui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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