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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例法、原型法、基型法、立裁法、剥样的服装制版方法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比例法和原型法在服装

整体吻合度、胸部、体侧、背部的合体性方面还存在不足。为了提高服装制版的合体性,结合原型法基于单个人体主要部

位数据提出了“一级原型—二级原型—三级原型—样衣制作—生产成衣”新原型制版方法。通过样衣试验,专家对各样衣

静态着装合体效果进行打分,试穿者对样衣的动态穿着舒适性进行打分并对新原型制版进行验证,同时利用模糊多层次

分析法对试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新原型制版方法能有效提高服装的合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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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制版是通过测量服装用人体尺寸,再使用各种画

笔、尺子等工具,在纸面上绘制服装结构图。在工业制版

方面,张宏仁对目前服装工业制版常用方法做了总结,有
比例法、原型法、基型法、立裁法、剥样(实寸法制版)等[1]。
针对消费者,邢旭佳从服装市场的个性化、多样性、时尚化

和服装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等方面对原型服装

结构制图法的适应性做出了阐述[2]。在常见的服装制版

方法中比例法与原型法应用最为广泛。
比例法是通过长期的实践,根据大量成衣效果与

数据公式对照为基础而建立的。对于一些标志性款

式,其数据已经非常成熟和准确,不足之处就是容易被

经验公式制约,设计性不强;计算公式不确定,胸凸量

的产生不易把握,胸凸量较小;纸样的延伸和切展还比

较死板,不易塑型[3]。
原型法主要是立体裁剪和人体测量及统计分析过

后产生的。其操作简单,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科学性

高,比较正确地确定了胸省的位置,并适应各种服装款

式及体型的变化,同时具有容易制图、准确、使用度高、
应用变化强等特点。但需要具备立体裁剪基础,绘图

步骤多,无法准确控制前胸宽和后背宽。
范春红等将日本新旧文化式原型的结构原理进行

比较分析后得出新原型在各个部位更趋向合理。对于

服装合体性影响因素方面,郑嫩勤通过对日本文化原

型和英国短寸法原型的合体度比较分析之后得出原型

制版合体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原型本身的合体度[4]。
通过两者的比较发现原型法要比比例法更适用于现在

的工业服装。研究发现,服装工业中的成衣号型虽来

自人体,但不是具体的人体数据,因为人体体型本身的

复杂性,消费者很难在多种号型的服装中找到量身定

制的效果。数据统计显示,有50%的女性消费者认为

在市场上找不到非常合体的服装,50%的退货原因是

由于服装不合体(购买之前未试穿),有85%把服装不

合体作为服装购买之后淘汰该服装的首要原因[5]。
通过对制版方法中比例法和原型法的比较分析得

出,服装工业制版中使用的原型法与比例法在服装的

合体性方面存在不足,为了改进工业制版服装的合体

性,本文结合原型法提出新原型制版方法,对于不同体

型的消费者可以从任意一级中抽取出来制作样衣,进
而生产成衣,满足消费者对合体性的要求。

1 实验设计

对合体性进行客观评价时,主要运用服装合体性

评价研究方法中的统计方法,选择几个主要的人体部

位作为服装合体性的评价因素,在上装原型中选取前

胸、体侧、后背等控制部位作为评价因素,把合体情况

分为合体、较合体、基本合体、不太合体、不合体5个等

级,由专家目测判定试穿者各部位的合体性等级,最后

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

1.1 试验对象

随机选择测量6名人体,基于个体数据的前提下,
按照新原型制版方法对5位试验者进行样衣原型制

作,对1位试验者进行日本文化式新原型样衣制作。
样衣采用白胚布,新原型样衣从一级到三级制作3件,

·33·     2017年第11期             研究开发




日本文化式新原型只制作1件。新原型一级到三级的

放松量分别为0、4、14cm;日本文化式新原型的样衣

放松量为14cm。
表1 面料的基本规格

名 称 白胚布

成 分 100%棉

克 重/g·m-2 250
密 度/根·(10cm)-1 504/236

  此原型是基于个体数据而设计的,因此本次测量

学生本人作为研究对象(在选取试衣者因考虑到个体

性的差异,所以新原型的5名试衣者体型均不同,每个

试衣者根据体型不同分别制作样衣3件),以国际标准

ISO3635—1981为准,运用手工测量的方法对人体进

行测量[6]。以此数据作为一级女装原型的数据基础

(表2)。日本文化式新原型人体数据为胸围85cm,腰
围68cm。

表2 测量数据 单位:cm

测量部位 试衣者1 试衣者2 试衣者3 试衣者4 试衣者5

颈 围 34 39 37 34 34
胸 宽 30 36 35 33 35
背 宽 30 33 36 33 34
胸 围 80 89 89 82.5 88
胸下围 71 76 75.5 71 75
腰 围 63 72 74 65 65
前中线 28.5 35.5 32.5 29 29
背 长 34 37.5 37.5 34.5 35
BP-SNP 20.5 19 14 18 19
乳间距 12 11.5 12.5 13 12

肩胛点距 11.5 11 11.5 13.5 11.5
前横直开领 7 7 7 7.5 7
前竖直开领 8 8 7.5 8 8
后横直开领 7 7 7 7.2 7
后竖直开领 3.5 3.5 3.5 3.6 3.5

1.2 试验方法

此次试验采用着装者评价法和专家评价法。
1.2.1 上装合体性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分为静态和动态着装评价。样衣静态着

装评价内容包括上装整体与人体的吻合度与外观的美

观性。样衣静态着装评价要素,包括整体吻合度、前胸

部位、体侧部位、后背部位等,如表3所示。动态着装

舒适性评价,包括设计代表性常规动作和对动作完成

程度评分,如表4所示。
1.2.2 试验过程

试衣者穿着样衣,自然静立,实验温度为28℃,相
对湿度为(60±5)%。由5名专家打分,专家是由多年

服装制版与成衣制作、质量检验工作经历的从业人员,
专家将6件样衣按整体吻合度、前胸部位、体侧部位、
后背部位分别评价,按10分制打分,分值的高低反映

样衣静态着装效果好坏。
样衣评价要素的权数确定,采用模糊多层次分析法,

即根据实际问题,有效地确定各个指标按重要程度给定的

权系数的先后顺序来计算样衣评价要素的权重。在样衣

评价中,整体吻合度a、前胸部位b、体侧部位c、后背部位

d权重比例分别为30.28%、27.1%、17.62%、25%。经一

致性检验在置信水平0.9下是可信的。
1.2.3 新原型

一级原型是指根据人体测量数据直接绘制出的原

型(图1),原型上的数据完全与人体测量数据吻合,完
全贴体。一级女装原型只做到腰线的位置与原型法相

同,按照制作原型的步骤进行一级原型的绘制。
二级原型是在一级原型数据的基础上,加上最小

松量,绘制袖片对上装原型相对较完整的原型(图2)。
在一级女装原型较为精准的基础上,作为二级女装原

型制版构建基础,进行廓形与细节上的改进。

表3 样衣静态着装合体性评价[7]

评价(分值) 整体吻合度a 前胸部位b 体测部位c 后背部位d

合 体
(9~10分)

符合合体要求无余褶、无斜纹、外
观效果好

平整,无褶皱,面料结构美观
腋下平整,前胸宽和后背宽处;无
余褶、无斜纹

平整,无褶皱,面料图纹结
构美观

较合体
(8~9分)

符合合体要求无余褶,无斜纹、外
观效果较好

平整,无褶皱,面料结构无破坏感
腋下平整,前胸宽或后背宽处;稍
有余褶或斜纹

平整,无褶皱,面料图纹结
构无破坏感

基本合体
(7~8分)

基本符合合体要求、少量余褶、少
量斜纹、外观效果较好

较平整,稍有褶皱,面料结构有变
形感

腋下基本平整,前胸宽或后背;宽
处稍有明显余褶或斜纹

较平整,稍有褶皱面料图
纹结;构有变形感

不太合体
(6~7分)

基本符合合体要求少量余褶、少量
斜纹、外观效;果较差

基本平整,较多褶皱或面料结构变
形大

腋下不平整,前胸宽或后背宽;处
有较多余褶或斜纹,或面料;图纹
结构变形大

基本平整,较多褶皱或面
料图纹;结构变形大

不合体
(6分以下)

基本符合或不符合合体要求、大量
余褶、大量斜;纹、外观效果差

不平整,褶皱多且大,面料结构变
形影响外观

腋下不平整,前胸宽或后背宽;处
有大量余褶或斜纹,影响外观

不平整,褶皱多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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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样衣动态着装舒适性评价

分 值 完成动作 对应满足的肢体活动

0~6 不能深吸气 基本生理需求,自由呼吸

6~7 深吸气 基本生理需求,自由呼吸

7~8 上肢45°前举、上肢45°侧举;上肢90°侧举、叉腰 日常生活、办公室办公

8~9 抱头、抱胸、上肢180°前举 小幅度体育运动

9~10 扩胸、上肢90°前举、上体最大前屈 大幅度健身运动

BNP
SNP

SP
SP

SNP

FNP

肩胛点

(a)一级女装原型

(b)日本文化式新原型

图1 女装原型图

图2 二级女装原型

三级原型是在二级原型数据的基础上加上较大松

量,加入各个部位的款式与造型,最终形成所需服装款

式原型(图3)。三级女装原型制版的生成原理是在二

级女装原型制版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结构和造型线上

的转换而生成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二级女装原型制

版,构建各种类型的女装大衣。

图3 三级女装原型

结合样衣静态着装评价(表5)和样衣动态着装舒

适性评价(表6)可看出新原型的合体性要高于文化式

新原型。从专家评价评分情况看,样衣1#-5#达到了

合体的评价等级,样衣6# 达到了基本合体的评价等

级,均符合静态着装美观要求,整体吻合度、外观的美

观评价排序依次为2#、1#、3#、4#、5#、6#,即样衣2#

的着装合体性评价最高。样衣6# 即日文化式原型所

制作样衣,它在胸部、背部合体性评价不高;而新原型

制作的样衣1#-5#样衣各部位合体性得分基本相似,
相比较之下样衣2# 的合体性评价最高。并利用变异

系数对其所得数据进行分析。
图4中表示出6位试衣者的平均得分、标准差以

及变异系数。从平均得分可以看出1#-5#样衣明显

高于6#样衣;在标准偏差上6#样衣标准偏差最明显。
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CV(%)=
SD
MN ×100 (1)

式中,SD 是标准偏差;MN 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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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越小,变异程度越小,风险越小;反之,变
异系数越大,变异程度越大,风险越大[12]。当CV值<
1%时,表示数据离散程度较小;在1%<CV值<2%
之间,表示数据离散度正常;在2%<CV值<3%,表
示数据离散度尚可接受;当CV值>4%时,表示数据

离散度较大;离散程度越大表明数据越不稳定[8]。
表5 静态着装效果专家评价评分情况

样衣
评价者

1# 2# 3#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专家1 9.09.08.58.59.58.59.09.09.08.58.58.5
专家2 9.08.58.58.58.59.08.59.09.08.58.58.5
专家3 9.08.58.58.59.09.08.58.59.08.58.59.0
专家4 9.08.58.58.59.58.59.08.59.08.58.59.0
专家5 9.08.58.58.59.08.58.58.59.08.58.59.0

平均得分 9.08.68.58.58.88.78.78.79.08.58.58.8
样衣

评价者
4# 5# 6#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专家1 9.08.58.59.09.08.58.59.08.57.58.57.5
专家2 9.08.58.59.09.08.58.58.58.57.08.58.5
专家3 9.08.58.59.09.08.58.58.57.57.58.57.5
专家4 9.08.58.58.59.08.58.58.58.57.58.57.5
专家5 9.08.58.58.59.08.58.58.57.57.08.57.5

平均得分 9.08.58.58.89.08.58.58.68.17.38.57.7
 注:试衣者1-5是新原型样衣,试衣者6是日本文化式新原型样衣,
a、b、c、d代表样衣的4个因素,分别为整体吻合度、前胸部位、体侧部位、
后背部位。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10

9

8

7

6

5

4

3

2

1

0
样衣1#

0.03

样衣2# 样衣3# 样衣4# 样衣5# 样衣6#

0.01

0.238047614

8.65 8.725 8.7 8.7 8.65
7.9

0.05
0.03

0.244948974

0.03

0.244948974

0.03

0.238047614

0.07

0.516397779

图4 样衣的平均得分及标准差

从图4可以看出样衣6#的变异系数最大,其偏离

程度也就最大;样衣1#-5#的变异系数较小,其偏离

程度也就小,专家对于前5件样衣的评价相对集中,也
就是说新原型的服装合体度比较稳定,整体优于日本

文化式原型样衣6#。

6名着装者对6件样衣进行评分和划分等级,由表

6可以得出动态着装舒适性新原型和文化式新原型基

本一致。从平均值、标准差以及变异系数的分析可以

得出新原型的整体稳定性要优于日本文化式原型。

表6 动态运动舒适性评分情况表

评价者 评 价(分值)

试衣者1 7.0
试衣者2 7.5
试衣者3 7.0
试衣者4 7.0
试衣者5 7.5
试衣者6 7.0

注:试衣者1-5是新原型样衣,试衣者6是日本文化式原型样衣。

2 上装合体性效果评价的效度

评价结果的效度一般可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

数来衡量,该系数计算公式[11]为:

r=1-
6∑D2

n(n2-1)
(2)

式中,r为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D 为2个变量的等

级之差;n 为评估者的数量。
首先考虑静态着装效果评价结果的效度,可取表5

中专家1和专家2的评分结果进行检验。由试验结果

及分析可得新原型样衣评价相对较高的是样衣2#,较
低的是样衣5#,日本文化式原型是样衣6#,选择样衣

2#、5#、6#做检验。
专家1和专家2对样衣2对应的评分结果进行等

级计算,如表7所示。
表7 专家1和专家2对样衣2# 的评分等级计算

要 素
专家评分 等级次序

专家1 专家2 专家1 专家2
等级差

D
等级差的
平方D2

a 9.5 9.5 1.0 1.0 0 0
b 8.5 8.5 4.0 3.5 0.5 0.25
c 9.0 9.0 2.5 2.0 0.5 0.25
d 9.0 8.5 2.5 3.5 1.0 1.0

  利用式2和表7,经计算可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

数r=0.85,再进行t检验,公式为:

t=
r n-2
1-r2

(3)

利用式3,有t=2.2819,此值比t0.1(2)=1.8856大,
此次静态着装评价结果无显著性差异,评价结果效度

高。
专家1和专家2对样衣5# 对应的评分结果进行

等级计算,如表8所示。
利用式2和表8,经计算可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

数r=0.75,利用式3再进行t检验,得t=1.6037,此
值比t0.1(5)=1.4759大,由此可见其评价效度高。

专家1和专家2对样衣6# 对应的评分结果进行

等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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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专家1和专家2对样衣5# 的评分等级计算

要 素
专家评分 等级次序

专家1 专家2 专家1 专家2
等级差

D
等级差的

平方D2

a 9.0 9.0 2.0 1.0 1.0 1.0
b 8.5 8.5 2.5 3.0 0.5 0.25
c 8.5 8.5 2.5 3.0 0.5 0.25
d 9.0 8.5 2.0 3.0 1.0 1.0

表9 专家1和专家2对样衣6# 的评分等级计算

要 素
专家评分 等级次序

专家1 专家2 专家1 专家2
等级差

D
等级差的

平方D2

a 8.5 8.5 2.0 2.0 0 0
b 7.5 7.0 3.0 4.0 1.0 1.0
c 8.5 8.5 2.0 2.0 0 0
d 7.5 8.5 3.0 2.0 1.0 1.0

  利用式2和表9,经计算可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

数r=0.80,利用式3再进行t检验,得t=1.8856,此值

比t0.1(6)=1.4398大,由此可见其评价效度高。

3 结语

在上装合体性评价中,关于静态着装与试穿者对

动态着装舒适性的相关评价,可以得出均具有较高的

信度与效度,该次上装合体性评价值结果有效。通过

试验所得的新原型制版方法,即基于单个人体主要部

位数据所设计的“一级原型—二级原型—三级原型—

样衣制作—成衣制作”新原型制版方法合体性较好。
在新原型制版方法中,可见其合体性比原型法的合体

性是有显著提高的,同时单个人体数据相对局限,此方

法只是一种制作原型的方法,根据不同人体需求可以

在后续研究中将人体体型进行细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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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NewPrototypePlateMakingMethod
BasedontheIndividualData

GUANXiao-fang,DENGYong-mei*,JIANGRong-fan
(SchoolofFashionandArtDesign,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Proportionalmethod,prototypemethod,basetypemethod,legislationmethod,peeling-likegarmentplatemaking
methodwerecompared,thestudyfoundthattheproportionalmethodandprototypemethodwereinsufficientinthegarmentoverall
anastomosisandfitnessofchest,bodyandback.Inordertoimprovethefitnessofgarmentplatemaking,combiningwiththeproto-
typemethodbasedonthedataofmainpartsofindividualhumanbody,newprototypemethodofthe"primaryprototype-secondary
prototype-tertiaryprototype-samplemaking-apparelmanufacture"wereproposed.Throughthemethodofclothingtest,experts
scoredforthestaticfiteffectofallkindsofclothes,subjectsscoredforthedynamicwearingcomfortofthesamplesclothing,andval-
idatedthenewprototypeplatemaking.Atthesametime,thefuzzymultilevelanalysismethodwasusedtoanalyzethetestresults.
Newprototypeplatemakingmethodcouldeffectivelyimprovetheoverallfitnessofthegarment.

Keywords:garmentplatemaking;prototypemethod;newprototype;fitness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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