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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的服装制版系统多类似于手工制版,自动化程度低。通过西装的制版实践,获得男西装制版过程中的制

版公式及经验数据,并利用参数化方法,研究出西装样板的参数化关系模型,实现男西装样板的自动化生成,并对其可行

性进行试穿评价分析,为最终实现男西装样板设计的智能专家系统提供了必要条件,为服装样板设计提供一种更高效率、

更加个性化设计的制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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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口众多,人体体型千差万别,服装号型不能

准确反映消费者的人体特征。传统的手工定制无法满

足现代市场快速反应的需求,而服装CAD技术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放码和排料上,样板设计系统的操作过程

类似于手工制版,自动化程度低。针对当前企业对消

费者的服装合体性、个性化的要求以及市场的快速反

应薄弱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基于参数化思想的样板设

计方法,并得以实现。

1 样板参数化设计

参数化设计的主要技术特点包括基于特征、全尺

寸约束、全数据相关、尺寸驱动设计修改。特征是一组

具有特定属性相互关联的几何形体,而在西装结构中

的某些特征是具有约束关系的,例如角度、距离等,通
过尺寸的变化来修改图形,即尺寸驱动来保持图形的

前后结构不变。西装结构相对稳定,采用参数化样板

设计可以快速生成样板,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本系统中的变量计算方式有公式法、交互式输入

法及基于规则的方法。西装结构中有线段和曲线2种

图素类型,线段的绘制方法为两点式,曲线的绘制方式

为基于规则的方法,包括自由曲线、自由端曲线、领窝

弧线、夹持端曲线和袖隆弧线5种制图规则。

2 西装纸样关系模型

通过对西装各部位的设计与分析,获得样板设计

所需的参数,例如关键参数、次要参数、常量参数、复合

参数等。西装结构相对稳定,通常通过细节设计来达

到款式设计的目的,在参数设计中,用交互式输入的方

式来传达设计师的设计意图,交互式输入既可以展示

设计师的款式设计,又可以体现设计师的制版经验。
交互输入值受款式设计、运动、面料、造型等方面影响。

2.1 参数设计

关键参数、次要参数、常量参数及复合参数是在计算

机辅助设计中所涉及到的参数,表1为人体测量净尺寸,
是关键参数。表2为2种或2种以上运用“加、减、乘、除”
等运算符连接在一起的参数,是设计中的复合参数。表3
为交互输入值,其数据来源为制版经验值、服装款式变化

值、放松量等,为数据参数或造型参数。
表1 人体关键参数

人体参数 变量名称

颈椎点至臀围线长 AJZDTWLC
全肩宽 AB11
胸  围 AB2
手臂长 AL9

表2 样板设计中的复合参数

参数名 变量名称 计算公式

服装胸围 VB AB2+V胸围松量

衣  长 V衣长 AJZDTWLC+V衣长调整数

前胸宽 V前胸宽 AB11/2+V肩宽松量

胸围线 V胸围线 2×VB/10+V胸围线调整数

前胸宽线 V前胸宽 1.5×VB/10+V前胸宽调整数

腰围线 V腰围线 V 衣长/2+V腰围线调整数

驳头造型点 V驳头造型点 V参数 ×V驳头直线直线长度

手巾袋位置 V手巾袋距胸宽线 (0.3×VB)/10
手巾袋上线长度 V手巾袋上线 V手巾袋特征值 +V手巾袋下线

后背宽 V后背宽 1.5×VB/10+V后背宽调整数

袖  肥 V袖肥 VB/5+(-V袖肥调整数)
袖山高 V袖山高 1.5×VB/10+V袖山高调整数

袖  口 V袖口 VB/10+V袖口调整数

距离5 V距离5 V距离4+(-V串口线延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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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样板设计中交互输入值

交互输入尺寸名称 尺寸范围/mm

V衣长调整数 (-直档/2)~ 直档/2
V叠门 20~40

V肩宽松量 10~20
V胸围线调整数 30~52
V前领窝深 60~100
V胸围松量 140~180

V前胸宽调整数 20~50
V腰围线调整数 35~50
V腰围线上提量 10~15

V扣位1 0~200
V扣位间距 100~140
V驳头宽 70~90

V手巾袋长度 100~130
V手巾袋宽度 20~25

V袋位 80~100
V胸省距大袋止点 20~25

V胸省宽度 10~20
V串口线延长距离 35~45
V前中分割线 25~35

V分割线距胸宽线 40~50
V腋下省量 5~10
V瞥势 40~50

V摆缝线底边起翘量 10~15
V叠门下放量 15~20

V分割线距止口直线 220~300
V腋下起翘处距腋下省 20~30

V驳头造型 0~10
V参数 0~0.5

V止口直线长 150~200
V止口弧线终点 120~190

V肚省量 5~8
V手巾袋距胸宽线 25~35
V手巾袋起翘量 10~15
V手巾袋特征值 0~10
V前领角长度 30~40
V后背宽调整数 35~50

V后领深 20~30
V后领窝省 3~5

V后背线底边缩量 10~20
V后摆缝线底边缩量 0~5

V袖肥调整数 0~10
V袖山高调整数 20~35
V袖口调整数 20~80
V袖口下落 0~10
V第一粒扣 30~40
V扣位间距 18~25

V大袋袋盖宽度 45~50
V大袋尺寸调整数 30~70
V领窝曲线控制尺寸 10~15

V领座 20~30
V翻领 30~40
V领头长 0~80

2.2 衣领样板关系模型

西装样板关系模型是根据西装样板的制版过程得

来的,另外在转化成计算机语言的过程中会增加其生

成过程的复杂性,且前后片及袖子在制版过程是相互

关联的,而衣领制版过程相对独立(图1)。以表4为例

来说明男西装样板参数化关系模型的构建过程。
表4 西装领子参数化关系模型

序号 结构线 生成过程/mm

1 领子基础线 以P基左下 为起始点,以P基左下 为起点垂直向上做

V窝势 定点P领窝基点。以P领窝基点 为起点垂直向上

做V领座 定点P基左中,以P基左中围 起点垂直向上做

V翻领 定点P基左上。连接点P基左上,P基左下 完成线

段L辅助领中线。
以 P基左下 为 起 点 水 平 向 右 AHJGW/2 +
V距离2(前片)定点P基中下。以P基中下 为起点水平向

右做V领头长 定点P基右下,连接点P基左下,P基右下 完

成线段L领窝基线。
做点P基左上 与P基中下 的水平垂直交点P基中上,做
点P基左上 与P基右下 的水平垂直交点P基右上。连接

点P基左上 与P基右上 完成线段L领上基线。
连接点P基右上 与点P基右下 完成线段L领右基线。

2 串口线 做点P基左中 与点P基右下 的水平垂直交点P128。连

接点P基左中 与点P128完成线段L翻折基线。
连接点P基中上 与点P基中下 完成线段L61。 连接点

P领窝基点 与点P基中 完成线段L领底基线。

3 领底线 以点P基中下 为起点,点 P128为终点,根据 规 则

R02取定点P领座右。以点P领座右 为起点根据规则

R02,定点P基右中,延长距离为前片串口线的长度

减去驳 口 在 驳 头 的 长 度。连 接 点 P基中下 与 点

P基右中,完成线段L串口线。

4 领前角线 根据规则R12,取点P基中下 的对称点P基中下 对称

点,并连接点P基右中 对称点P基右下 对称点完成线

段L串口对称线。
根据曲线规则连接点P领窝基点 与点P基中下 完成曲

线C领底线。

5 领口线 根据曲线规则,连接点P领窝基点 与点P基中下 对称点

完成曲线C领底对称线。
根据自由曲线规则,连接点P基左上,P127完成曲

线C领外围线。

6 领外围线 根据规则R12,取点P基中上 的对称点P基中上 对称

点。根据曲线规则连接点P127对称点,P基中上 对

称点完成曲线C领外围对称线。

P基中上
P127

P基右中
P128

P基中中
P基中下

P基右上

P领窝基点
P基中下对称点

P127对称点
P基中上对称点 P基左上

P基右中对称点

P基右下
领座右

P基左中

P领座右对称点

图1 领子样板生成图

3 男西装样板自动生成系统

男西装样板自动生成系统由三层结构,数据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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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界面及设计界面。首先输入关键参数获得母型样

板,然后选择所需部件进行修改。以前片为例,根据款

式需要,在交互输入界面根据款式、造型、功能等方面

的需求,对相关数据进行修改,点击确认按钮,如果不

是客户所需,则重复上面的步骤继续修改,如果是,点
击保存样板。样板生成系统如图2所示。

选择样板部件

参数修改

交互式输入值

生成新样板

输出样板设计结果

是

否

图2 样板生成系统

4 结语

通过对男西装样板进行研究,建立男西装样板参

数化设计,对男西装前片、后片、袖片及领子等部件的

理论分析,建立男西装样板参数化关系模型,为服装

样板设计提供一种更高效率、更加个性化设计的制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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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RealizationofParametricModelofMen'sSuitTemplate
JIANGZe-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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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ashionplatemakingsystemwassimilartotheplatebyhandnow.Ithadalowdegreeofautomation.Theplatemak-
ingformulaandexperiencedataofthemen'ssuitwereobtainedbymakingexperimentalsuit.Theparameterizedrelationmodelofthe
men'ssuitwasobtainedbytheparameterizedmethod.Theautomaticgenerationofmen'ssuitstemplatewasrealized.Theevaluation
analysisofitsfeasibilitywasconductedthroughtryingonthesuit.Itprovidedthenecessaryconditionsfortheintelligentexpertsys-
temofeventualmodeldesignofmen'ssuit.Anditalsoprovidedamoreefficient,morepersonalizedplatemakingmethodforthefash-
iontemplat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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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theproductionprocessofflexiblemulti-functionautomobilenonwovenasaims,aseriesofproductionequipment

ofhighstrengthmulti-functionalnonwovenmaterialscombinedmachineweredeveloped,includedresearchroute,combinationmatc-

hingtechnologyofunitmachine,onlinecompositetechnologyandmulti-fibercomposite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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