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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扫描系统对100名19~26岁的青年女性进行人体测量,提取女性颈部的颈根围和颈

中围尺寸数据,通过SPSS统计软件分析各变量的特点,总结人体颈颈部特征并划分人体颈部形态,并以女士立领为例绘

制出不同颈部形状的的领子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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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服装行业的发展,服装的合体性成为产品研

发的创新点和热点。服装的衣领,是服装款式很重要

的组成部分之一,衣领包裹着人体的颈部,领子的结构

与颈部的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1]。在服装设计方面,
企业需要考虑领子是否具有舒适性、合体性,解决这些

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人体颈部的体型特征。领子的设

计以颈部特征为基础,而颈部特征来源于人体颈部尺

寸数据,颈部尺寸数据主要依靠人工测量,现采用非接

触式三维人体扫描系统(德国 HumAnSolutions公司

三维扫描仪)对人体颈部尺寸进行测量分析。

1 人体颈部

人体颈部是连接头部与躯干部的人体部位,呈上

细下粗的不规则圆台体形,颈根围是颈部与躯干的分

界线,颈部骨骼是由7块颈椎骨组成的[2]。其中第7
颈椎棘突起的地方容易找到,即后颈点(BNP),在胸骨

与锁骨的内侧端连结形成的颈窝,颈窝的锁骨上端和

前正中线的交点[3],即前颈点(FNP),颈部左右侧颈点

(LSNP/RSNP),这4个点都是测量颈部时重要标记

点。

2 颈部测量

2.1 测量工具

实验采用德国HumanSolutions公司的三维人体

测量系统,对100名19~26岁的青年女性进行人体三

维扫描。该扫描仪器基于激光光学三角测量原理,能
够快速、精确、无接触地自动测量人体100项以上的尺

寸数据。

2.2 测量要求

环境要求 实验室的环境温度必须符合裸体测量

的环境标准,测量室必须封闭,测量室内无照明。
姿势要求 被测者需头戴网帽,将头发全部遮盖,

抬头挺胸,眼睛直视前方,头部端正,颈部自然放松,平
视正前方,上身穿着浅色胸罩或裸上身,下身着紧身短

裤,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臂与躯干两侧成15°~20°
角,脚必须放在扫描台上的标记处。

2.3 测量项目

测量的项目包括颈根围与颈中围(图1)。
颈根 围 指 通 过 前 颈 点(FNP)、左 右 侧 颈 点

(RSNP/LSNP)和后颈点(BNP),在人体颈部围量一周

的长度。前颈点:在胸骨与锁骨的内侧端连结形成的

颈窝,颈窝的锁骨上端和前正中线的交点。后颈点:当
颈部向前弯曲时,颈后第7颈椎棘突尖端点就会突起,
该点就是下后颈点。侧颈点:在颈根曲线上,从侧面看

到前后颈厚的中央稍微偏后的位置。
颈中围 指经过前颈长与后颈长中点的颈部中部

的围度。

图1 测量项目

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SPSS全称

为StAtisticalPackageforSocialScience,也称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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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统计软件,是在SPSS/PC+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统计

分析软件包,它是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统计分析软件

包之一[4]。
(1)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三维扫描系统测量出

的100个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青年女性的颈根围最小

值为29.0cm,最大值为39.6cm,平均值为35.4cm;颈
中围的最小值为26.4cm,最大值为36cm,平均值为

30.9cm。
(2)按1cm为横坐标档值,分析颈根围、颈中围与

样本频率关系,得出颈根围、颈中围与样本频率关系

图,见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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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颈根围与样本频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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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颈中围与样本频率关系

由图2、图3可知,整体上青年女性的颈根围和颈

中围的分布呈现正态分布,说明取样符合实验测试要

求。根据主次因子分析,颈根围在29.0~33.3cm的样

本数占比率为14%,围度在36.7~39.9cm 比率为

26%,人体颈根围主要集中在33.4~36.6cm 比率为

60%。颈中围在26.4~29.6cm比率为21%,33~36
cm比率为12%,颈中围主要集中在29.7~32.9cm之

间,比率为67%。虽然青年女性的颈根围主要集中在

33.4~36.6cm,颈中围主要集中在29.7~32.9cm,但
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体的颈根围、颈中围不属于这一区

间,对于越来越要求合体性和舒适性的消费者,企业在

进行领部设计时候也要注意到这部分人群,以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
颈根围与颈中围分类见表1。

表1 颈根围与颈中围数据分类

颈根围/cm 分 类 颈中围/cm 分 类

29.0~30.0 A1 26.4~27.4 B1
30.1~31.1 A2 27.5~28.5 B2
31.2~32.2 A3 28.6~29.6 B3
32.3~33.3 A4 29.7~30.7 B4
33.4~34.4 A5 30.8~31.8 B5
34.5~35.5 A6 31.9~32.9 B6
35.6~36.6 A7 33.0~34.0 B7
36.7~37.7 A8 34.1~35.1 B8
37.8~38.8 A9 35.2~36.2 B9
38.9~39.9 A10

  (3)根据颈根围与颈中围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利用

SPSS统计软件中的交叉功能,得出颈根围和颈中围交

叉后的综合数据表,见表2。
表2 颈根围与颈中围交叉制表 单位:%

项 目
颈中围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合计

颈根围 A1 0 0 0 0 0 0 0 1 0 1
A2 0 0 0 0 0 0 0 1 0 1
A3 0 1 1 0 0 0 0 0 0 2
A4 1 2 5 2 0 0 0 0 0 10
A5 0 0 6 10 1 0 0 0 0 17
A6 0 0 4 14 4 1 1 0 0 24
A7 0 0 1 3 12 3 0 0 0 19
A8 0 0 0 0 3 6 2 0 0 11
A9 0 0 0 0 2 6 2 1 0 11
A10 0 0 0 0 0 0 2 1 1 4

合计 1 3 17 29 22 16 7 4 1 100

  由颈根围与颈中围交叉制表2可得出,根据数值

比率,人 体 颈 部 可 分 为:A4B3、A5B3、A5B4、A6B4、

A7B5、A8B6、A9B6,7类颈部形态,由于其他颈部形态

占比率人少,不做重点研究。

4 立领结构设计

立领是依据颈部形态围绕在颈部的造型,它是有

领类衣领中最基础的一种领型,也称作领子的基本型。
人体颈部可近视看成一个圆台体,但从严格意义上看,
对于不同的人,其颈部尺寸数据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颈根围和颈中围尺寸数据也不一样,根据表2可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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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性的主要颈部形态可分为 A4B3、A5B3、A5B4、

A6B4、A7B5、A8B6、A9B6共7类,根据颈根围与颈中

围的尺寸数据,取其平均值。根据颈根围与颈中围尺

寸数据,为减少人工制版误差,通过CAD专业制版软

件绘制出立领版型,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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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颈部形态的立领版型

  由A4B3、A5B3、A5B4、A6B4、A7B5、A8B6、A9B6
立领结构上看,立领造型与人体的颈根围和颈中围尺

寸数据息息相关,颈根围和颈中围的大小决定立领的

版型设计。当颈根围和颈中围的尺寸相差越大,立领

的起翘量越大,立领版型起伏越大;颈根围和颈中围的

尺寸相差越小,起翘量越小,立领的平面版型越平缓。
所以青年女性脖子越细,领口线和领外口线尺寸数据

相差越大,领子起翘量越高;脖子越粗,领口线与外口

线的尺寸数据相差越小,领子的起翘量越小。

5 结语

人体颈部虽然看成一个椭圆台体,但从严格意义

上看,对于不同的人,其颈部形态必然是千差万别的。
通过人体三维测量,提取颈部相关数据,能够更准确、

直观地剖析人体颈部形态,通过研究人体的颈部尺寸

数据,把人体颈部进行细分,不同的颈部形态其领子造

型也截然不同。在定制化服饰越来越流行的现在,进
行人体颈部形态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创新性的,它是

企业进行领子设计的基础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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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NeckShapeandResearch
ofStandingCollarStructureonYoungFemale

MOUXu,YANGXue-ying,ZHONGAn-hua
(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100youngwomen,agednineteentotwenty-six,weremeasuredbynon-contact3Dbodyscanningsystem.Thedataof
neckgirthandmidneckgirthofyoungfemalewereextracted.ThecharacteristicsofeachvariablewereanalyzedthoughtheSPSSsta-
tisticalsoftware.Thecharacteristicsofhumanneckweresummarizedandshapeofhumanneckwasdivided.Takingfemalestanding
collarasexample,thecollarmodelingofdifferentneckshapewasdr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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