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2000年日本女性体型
特征及原型特点分析

赵 馨,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湖北 武汉430073)

摘 要:服装原型围绕人体体型的发展而发展。通过探讨1940-2000年日本女性体型特征及原型特点,分析日本人

体体型与原型之间的关联性,找出影响服装原型的重要标准是人体体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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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不断变化,全球化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

域,服装更是独领风骚。为了能更好地发展服装结构,
人们一方面要学习新的观点、新的实验器材与设备等,
另一方面也要对已经存在并且发展得比较完善、使用

广泛的原型纸样进行深入的研究,深度地剖析它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挖掘其优势,为未来女装原型的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综合运用新、旧原型的发展特点去推

动我国服装原型的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文化原型自1930年第一代原型诞生,到2001

年最后一次修订,已经更新到第八代[1]。第八代原型

已经是日本较成熟的女装原型。由于日本与中国在人

体型特征上比较接近,日本文化式原型是比较适合于

东方人体体型的,因此日本文化式原型在中国的应用

十分广泛。刘瑞璞根据中国人体的特征,对日本文化

式原型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创建了女装标准基本纸

样[2]。日本文化原型常作为服装版型的教学理论,我
国服装原型受日本文化式原型的影响较大,因此,对不

同时代日本原型的分析有其积极的意义。

1 1940-2000年日本女性体型特征及原型特

点

1.1 体型特征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到1940-2000年日本女性

的尺寸(见表1)。表1显示出1940-2000年中3个阶

段(1940-1951年,1954-1968年,1968-2000年)的
女性大、中、小的3个号型的人体尺寸。现主要参考同

号型、不同年代的女性人体尺寸,对比研究在不同时期

的原型差异。如表1所示,在不同时期,日本妇女的身

体各部位的尺寸发生了变化。对比3个时期的 M 号

型女性身材尺寸,背长在37~38cm之间变化;胸围3
个时期为82、84、84cm,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个可能

和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关;腰围为70、66、62
cm,腰围在逐步减小;臀围为90、92、92cm,肩宽为36、

38、37cm;背宽为34、35、35cm;胸宽为34、34、35cm。
臂围、头围、颈围、腕围与腰长等基本保持不变。同时

期不同号型妇女身材尺寸也发生了变化,如背长、胸
围、腰围、臀围的档差变小等。

1.2 原型特点

在1940-2000年间日本的文化式原型出现了3
次更新,也就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原型文化式原

型。现主要介绍这一时期日本原型的特点。
第四代原型(图1)诞生于1951-1954年。第四代

原型与第三代文化式原型相比有较大改革,原型前中

心的撇胸取消,撇胸其实是胸省的一部分,也就是第四

代原型减少了女性胸部特征的表现。一方面是受社会

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与1940-2000年出现的化纤面

料有关,化纤面料没有良好的归拨性能,会出现前止口

外斜、领口后倾等弊病。第四代原型时期 M 号型女性

的胸围增加(表1)。关于胸部松量的问题,去掉了撇

胸,集中处理胸省于腰部及侧缝。前侧缝线改为倾斜

的,相较于撇胸来说是加大了省量,突出了女性胸部造

型。此外,胸部的基本放松量减为10cm。适当的减

小松量,这可能与当时的服装流行趋势有关。
第五代原型诞生于1954-1968年(图2)。该原型

在第四代原型基础上根据人体体型变化作了局部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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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40-1980年日本女性标准尺寸 单位:cm

时间 号型 背长 胸围 腰围 臀围 腰长 肩宽 背宽 胸宽 臂围 头围 颈围 腕围

1940-1951 L 40 90 80 100 22 37 35 35 40 57 36 17
M 37 82 70 90 20 36 34 34 38 56 35 16
S 35 78 65 85 18 35 32 32 36 55 34 15.5

1954-1968 L 40 90 75 100 20 40 37 38 42 57 37 17
M 38 84 66 92 20 38 35 34 38 56 36 16
S 35 78 60 85 18 36 32 32 36 55 35 15.5

1968-2000 L 39 90 70 96 20 39 37 37 41 58 37 17
M 37 84 62 92 20 37 35 35 38 57 36 16

图1 第四代文化式原型

原型的前肩斜增加了1度,后肩斜减少了1度,使
得前后肩平均斜度在前一代的基础上没有变化。即在

没有改变原型合体性的前提下,稍微改变原型肩部的

造型。前后横开领的造型没有变化,由于1954-1968
年间 M型号女体胸围数据的变化,使得前后领窝尺寸

稍微有增加。

图2 第五代文化式原型

第六代原型诞生于1968-1983年(图3)。由于女

性体型的变化,该时代女性标准尺寸又有一些变化。

1940-2000年期间女性的背宽尺寸有所减小,由于该

时代的女装的流行趋势是追求服装的舒适性、穿着便

利性与实用性。在原型结构中后背宽进一步扩大,以
体现人体活动的便捷性。前衣身的侧颈点向前移动,
符合人体颈部略微向前倾斜的结构,符合流行趋势。

为体现女性丰满的胸部造型,前腰节线较上一代下降

增加。第六代原型的前后肩平均斜度仍保持不变,前
肩斜进一步增加,后肩斜减小,后肩比前肩小,符合人

体肩部造型(图4)。

图3 第六代文化式原型

图4 三代原型的叠加对比图

2 相关性分析

分析日本文化式女装原型在1940-2000年间的3
次变化可知,影响原型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适应人

体体型的变化、流行趋势以及满足人体活动必要的舒

适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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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原型形状变化

通过对四、五、六代的原型叠加对比,可以看出三

代都是梯式原型,没有较大形状的变化。这主要与当

时的发展背景及服装专业知识水平有限有关。

2.2 原型松量变化

三代原型在计算公式上面并无差别,都是B/2+
5cm,造成差别的原因是每个时期 M型号的妇女的胸

围(B )尺寸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视觉上造成了原型松

量上的差别。

2.3 前中心线下降量变化

前中心线下降尺寸与人体体型及流行都有密切关

系。在1940-2000年期间,女性的胸部尺寸不断增

加,受提倡体现女性特征的社会风俗影响,原型的前中

心线下降不断增加。

2.4 袖窿造型变化

袖窿的变化是最明显的。第四代原型的袖窿很明

显在后腋窝符合点处不是十分圆顺,第五代在第四代

的基础上,在前、后腋窝点处有稍微的挖深。袖窿弧线

向前挖深,是符合手臂向前运动的趋势。第六代综合

了前两代的优点,适当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减小了袖窿

向前挖深。总体来说,袖窿弧线是沿着顺应人体手臂

前屈的机动性的路线在不断地改进。

2.5 背宽变化

在1940-2000年期间,女体背宽是先上升后下

降,而原型背宽尺寸是持续上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适应人体体型的变化及符合时代的流行趋势等。

3 结语

综上,影响服装原型更新的因素有许多,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是人体的体型变化特征,而人体体型的变化

始终是不变的,这是今后服装原型发展需要紧紧依靠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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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Japanesefemalebodyfeatureanditsprototypecharacteristicsin1940-2000werediscussed.Therelationshipbe-

tweenthebodysizeandtheprototypewasanalyzed.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changeofhumanbodyshapewerethemostimpor-

tantinfluence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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