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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验得到了人体腰线到头顶的高度、脚踝到腰线的高度、裙摆到腰线的高度、脚踝到裙摆的高度、膝盖到

裙摆的高度等客观数据,分析其对视觉高度的影响,发现着装比例越接近黄金比且越收腰显细的裙子,其视觉高度效果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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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身着长度、腰线高低及腰宽不同的裙子时,
会影响其视觉比例与视觉中心,从而影响着装人体的

视觉高度。目前,在不同结构裙子的穿着上追求身高

视觉效果的探讨,仅止步于各界时尚潮人经验式的交

流,国内外对此作专门研究的相关文献非常少。因此,
现以实验方式,逐一改变裙子的3个结构因素,即长

度、腰线高低位置及腰带宽窄程度,让同一个模特穿着

展示,进行观众评分和客观数据测量,从主观评分的数

据中得到不同裙子的视觉高度,再结合客观数据来分

析视觉高度与人体着装比例、黄金比例及视错觉的关

系,探究视觉比例及视觉中心不同时,3种不同结构的

裙子对着装人体视觉高度的影响。

1 实验设计

请一位号型160/84A的模特参与实验,裙子采用

当下女性最常穿着的A型切展裙。

1.1 设计步骤

实验采用控制变量法,按3个步骤设计实验,探究

3种结构裙子的高度视觉效果。
实验1 以自然腰线3cm腰宽裙子为准,在裙子

长度上作5个改变:及膝半身裙,原型;短裙,减短10
cm;超短裙,减短20cm;中裙,加长15cm;长裙,长至

脚踝。
实验2 分2个方向3个小组进行。(1)以实验1

视觉最高的裙子为原型,保持裙子下摆到脚踝距离和3
cm腰宽不变,取8个不同高低位置腰线:高腰5,上胸

围线;高腰4,下胸围线;高腰3,腰线上升7.5cm;高腰

2,上升5cm;高腰1,上升2.5cm;自然腰线;中腰,下

落5cm;低腰,下落10cm。(2)分别以实验1的中裙

和长裙为准,保证裙长及腰宽不变,只改变裙子腰线的

穿着位置:长裙,高腰5、高腰4;中裙,中腰、低腰。
实验3 以实验2中视觉高度最佳的裙子为原型,

保持裙子长度和腰线位置不变,改变裙子腰带的宽窄,
分别为:3(原型)、6、9、12和15cm。

1.2 实验准备

1.2.1 实验用样板

根据模特号型数据,以腰线在自然位置、腰带宽3
cm、长度及膝的A型切展裙为原型,如图1所示。

及膝

1.5

4

3

H
2 2+

腰
2

后中

4 4 4
4

4
4

前中

图1 裙子样板原型

1.2.2 布料与辅料

实验中统一采用相同的白坯布和橡筋腰带。

1.2.3 实验工具

制作工具:牛皮纸、自动铅笔、橡皮、熨斗、退色笔、
剪刀、缝纫机车和针线。

测量工具:45cm 直尺、60cm 直尺、60cmT型

尺、卷尺、小三角尺和计算器。
拍照工具:单反相机、三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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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操作步骤

1.3.1 成品制作

绘制纸样:用0.5mm铅笔在牛皮纸上绘制纸样。
及膝裙用切展的方式打板,其他裙子都在此原型上作

长度上的改变,统一取59.5cm橡筋腰头(实体测量数

据)。
裁布:面料熨烫处理后,按斜纹方向裁布,如图1

所示。
缝制:按正确的工艺缝制裙子。

1.3.2 单反拍照

用单反相机拍摄裙子在平铺状态下的正、反面和

着装状态下的正、反、侧面。

1.3.3 数据收集

(1)客观数据测量

用T型尺和直尺测量着装模特5个高度数据:腰
线到头顶的高度(WH )、脚踝到腰线的高度(AW )、
脚踝到裙摆的高度(AS)、裙摆到腰线的高度(SW )
及膝盖到裙摆的高度(KS)。2人分别保证水平方向

和垂直方向,另外1人读数,轮流操作,取3个读数的

平均值,精确到0.1。
(2)主观数据采集

现场请10名观众对着装模特的视觉高度进行评

分,按从高到低5个等级,最高得5分,最低得1分。
最后取10个评分的平均值,精确到0.01。

2 结果与分析

2.1 数据汇总

实验汇总数据见表1。

2.2 数据分析

2.2.1 主观数据分析

从表1的主观评分上可知,在观众的视觉感受上,
实验1中长度不同的裙子对人体视觉高度的影响为:
超短裙>长裙>短裙>中裙>及膝裙。实验2中腰线

高低不同的裙子对人体视觉高度的影响为:高腰1裙

>高腰2裙>高腰3裙>自然腰线裙>下胸围线裙>
上胸围线裙>中腰裙>低腰裙。实验3中腰宽不同的

裙子对人体视觉高度的影响为:腰宽2裙>腰宽3裙

>腰宽1裙>腰宽4裙>腰宽5裙。

2.2.2 客观数据分析

对表1的客观数据分析可得实验裙子着装比例、
腰宽与视觉高度的关系,见表2。

由表2可得出实验1和实验2裙子着装比例与黄

金比的差值与视觉高度的关系,以及实验3裙子腰带

宽度与视觉高度的关系,如图2和图3。
表1 实验汇总数据

实验
裙子
部位

裙长(腰高
/腰宽)
/cm

客观数据/cm

WH AW AS SW KS

观众
评分

实 及膝裙 35 61.194.036.954.3 - 2.40
验 短 裙 45 61.194.047.443.910.43.30
1 超短裙 55 61.194.059.432.042.34.70

中 裙 70 61.194.021.669.8 - 3.10
长 裙 94 61.194.0 - 94.0 - 4.35

实 第1组 上胸围线 60 38.7113.659.454.420.33.25
验 下胸围线 45 50.295.259.443.420.33.85
2 高腰3 42.5 55.897.562.439.820.34.20

高腰2 40 57.596.861.437.320.34.40
高腰1 37.5 58.795.160.434.820.34.75

自然腰线 35 61.194.059.432.020.34.00
中腰 30 68.784.559.424.820.33.40
低腰 25 73.578.959.419.420.32.65

第2组 自然腰线 70 61.194.021.669.8 - 4.00
中腰 70 68.784.515.768.7 - 2.70
低腰 70 73.578.910.468.4 - 2.15

第3组 自然腰线 94 61.194.0 - 94.0 - 4.15
下胸围线 94 50.295.27.50106.2 - 3.55
上胸围线 94 38.7113.620.493.3 - 3.40

实 腰宽1 3 58.795.159.434.820.33.70
验 腰宽2 6 58.792.159.432.320.34.70
3 腰宽3 9 58.788.959.429.220.34.20

腰宽4 12 58.786.059.426.320.33.20
腰宽5 15 58.783.359.423.620.32.10

  (1)着装比例与视觉高度关系

由图2可知,无论是长短不同的裙子还是腰线高

低不同的裙子,着装比例与黄金比的差值越接近0刻

度的裙子视觉高度就越好,由此可得,在裙长和腰线位

置上,满足着装比例越接近黄金比的裙子越显高。
(2)腰宽与视觉高度关系

由图3可知,随着裙子腰带宽度的加大,着装人体的

视觉高度先增后减。在腰带宽度为6cm时,腰带有明显

的收腰作用,使着装人体的腰部显得最细,高度视觉效果

最好。随着腰线宽度增加,腰带的收腰作用减小,直至覆

盖的腰部范围过大,腰带不仅没有收腰作用,反而有横向

扩张的视错感,导致高度视觉效果降低。

2.3 结果讨论

2.3.1 实验裙子视觉高度

3个实验中视觉高度最好的裙子分别为超短裙

(膝上20cm),高腰1裙(腰上2.5cm),腰宽2裙(腰
带宽6cm)。由于3个实验以递进的方式进行,所以,
可以进一步得到这3条裙子的视觉高度排序为:腰宽2
裙>高腰1裙>超短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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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实验裙子着装比例、腰宽与视觉高度的关系

裙子 裙长(腰高/腰宽)/cm 人体主要着装比例 黄金比 视觉高度 综合视觉高度 显高视错觉

及膝裙 35 A 0.393 0.618 1 超短裙 5 下半身比例拉长

短裙 45 0.504 0.618 3 长裙 4
超短裙 55 0.632 0.618 5 短裙 3
中裙 70 0.230 0.618 2 中裙 2
长裙 94 - 0.618 4 及膝裙 1

上胸围线 60 B 0.711 1.618 3 高腰1 5
下胸围线 45 1.157 1.618 4
高腰3 42.5 1.402 1.618 3 高腰2 4.5
高腰2 40 1.542 1.618 4
高腰1 37.5 1.687 1.618 5 高腰3 4

自然腰线 35 1.909 1.618 5
中腰 30 2.770 1.618 2 自然腰线 3.5
低腰 25 3.789 1.618 1

自然腰线 70 0.875 0.618 5 下胸围线 3
中腰 70 1.000 0.618 2
低腰 70 1.075 0.618 1 上胸围线 2.5

自然腰线 94 0.650 0.618 5
下胸围线 94 0.473 0.618 4 中腰 2
上胸围线 94 0.415 0.618 3
自然腰线 35 1.909 1.618 2 低腰 1
腰宽1 3 - - - 3 腰宽2 5 腰线显细

腰宽2 6 - - 5 腰宽3 4
腰宽3 9 - - 4 腰宽1 3
腰宽4 12 - - 2 腰宽4 2
腰宽5 15 - - 1 腰宽5 1

 注:A 是脚踝到裙摆的高度与脚踝到腰线的高度之比;B 是腰线到头顶的高度与裙摆到腰线的高度之比;黄金比值是对应于着装比例的比值;综合

视觉高度是根据实验分析结果对裙子的综合排序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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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裙子着装比例与黄金比例的差值与视觉高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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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裙子腰宽与人体视觉高度的关系

2.3.2 视觉高度与视错觉的关系

长度和腰线高低不同的裙子主要影响人体下半身

比例,高腰裙还涉及腰线粗细情况。在腰线无明显加

粗的基础上,显得下半身比例越拉长拉细的裙子越显

高。腰宽不同的裙子主要影响人体腰线的粗细,腰带

宽越起到收腰显细效果的裙子越显高。总的来说,裙

子长度和腰线高低引起的是视觉比例的错觉,而裙子

腰带宽度引起的是视觉中心的错觉,在长短和腰线高

低上拉长下半身比例且在腰带宽度上显得腰线细的裙

子,就会引起增高的视错觉。

3 结论

通过对长短、腰线高低及腰宽不同的裙子对人体

视觉高度的影响的研究,得出结论:(1)实验中视觉高

度最高的是腰宽为6cm、腰高在自然腰线上2cm的超

短裙。(2)裙子显高规律为:在长度和腰线高低上,腰
线围度没有明显加大的前提下,着装比例越接近黄金

比的裙子,越能引起下半身比例被拉长拉细的视错觉,
使着装人体有更好的身高视觉效果;在腰带宽度上,越
能起到收腰显细作用的裙子,就越易引起显得身材纤

细高挑的视错觉,使着装人体的身高视觉效果得到进

一步的提高;在总体上,裙子的长度和腰线的高低位置

比腰带的宽度对着装人体的视觉高度的影响更大,即
视觉比例的变化比视觉中心的变化更能影响人体的视

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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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ofSkirtLength& WaistHeight
andWaistWidthonVisualHeight

LICai-yun
(CollegeofArt,Guang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510090,China)

  Abstract:Theobjectivedataofbody'sheightfromthewaistlinetothehead,theheightfromtheanklestothewaist,theheight
fromtheskirttothewaist,thedistancebetweentheankleandskirt,andthedistancebetweentheankleandkeenwereobtained
throughtheexperiments.Theinfluencesofthesedataonvisualheightwereanalyzed.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skirt'svisual
heightwouldbebetterifthedressingpercentagewasclosertothegoldenratioandthinnerwa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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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纤维新材料推广提速

  轻量化是汽车工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最新发布的

汽车工业发展线路图显示,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家庭用

车、公务用车和公交客车等领域的普及,2025年国内

新能源汽车销量将增至汽车市场需求总量20%左右,
2030年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规模将超过千万辆。

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士成在2015年“纺织之光”中

国车用纤维新材料及应用重点成果推广活动暨高性能

纤维与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上表

示,轻质高强纤维材料的应用是车辆减少燃料消耗、降

低污染排放的有效途径,以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为

代表的轻量化纤维材料制造技术,已经成为汽车工业

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内容。
实现轻量化,发展新能源汽车,碳纤维复合材料被

寄予厚望。据东华大学教授余木火介绍,碳纤维复合

材料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是现有制造汽车车身和

底盘等主要结构件的最轻材料。目前,常州宏发纵横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低成本轻量可工业化

碳纤维经编多轴向增强材料、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公

司开发的的干喷湿纺碳纤维高效低成本生产技术、吉

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低成本大丝束碳纤

维技术均已经具备批量化生产的能力,这为国内汽车

轻量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来自汽车行业的多位人士表示,几乎国内所有大

型汽车工业制造厂商都在积极接触碳纤维复合材料。
然而,碳纤维复合材料从开发到应用于汽车工业,需要

经过单体设计、零部件制造、整车设计等多个环节,但

碳纤维复合材料开发者及汽车厂商之间的合作通道并

未完全打通,缺乏设计、分析和仿真所需的可靠材料和

工艺数据等问题亟待解决。
2015年1月,我国首辆碳纤维新能源汽车在奥新

新能源汽车公司成功下线,并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作为国内汽车轻量化产业的“探路者”,奥新公司总经

理史践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他看来,加快碳纤维复合

材料在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应用,需要加强车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的整车结构设计、有限元分析、基础数据库建

立以及满足汽车大批量生产特点的工艺技术,其中,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结构设计能力尤为重要。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纺织之光科技教育

基金会理事长高勇同时指出,“十三五”期间,国家政策

将从支持新材料发展,转变为扶持以碳纤维、芳纶纤维

为主高端材料产业发展,这为我国碳纤维复合材料在

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摘自:亚洲纺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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