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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归纳了AR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用现状,阐述了AR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用模式,提出AR技术应用中需要

解决的问题和发展建议,以期为该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用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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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强现实技术(AR)概述

1.1 概念及特征

AR技术是指叠加物理信息(视觉信息、声音、味
觉、触觉等)的技术,这在现实世界中的特定时间和空

间是难以体验的[1]。它通过科学技术的模拟被人类感

官感知,从而实现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三大关键技

术是三维跟踪配准技术、显示技术和智能交互技术,其
中三维跟踪配准技术最重要[2]。

1.2 历史发展

AR技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莫顿·海利格(Mor-
tonHeilig)在20世纪50~60年代发明的Sensorama
刺激器。他根据拍摄经验设计了机器传感器刺激器,
该刺激器可以利用图像、声音、气味和振动让用户感受

到在纽约布鲁克林街道上骑摩托车的快速场景。当时

这项发明非常先进,AR也因此展开了它的发展史[3]。

20世纪90年代初,波音公司的托马斯和其他员工

首次在其独立设计的辅助布线系统中提出“AR”一词。

90年代末,阿兹马对AR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即虚拟对

象与现实的结合、实时交互和三维结合。1999年,在

AR系统的技术层面,华盛顿大学人机界面技术实验室

支持AR工具包(ARtoolkit)的开发,这是业界最早、
相对成熟的基于矩形识别标记的三维空间注册AR引

擎。2008年后,科技领域的创新、电子商务的成熟以

及以人为本的服务精神的加强等诸多因素推动了AR
技术在各个行业快速发展。

如今,AR技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如果你

在2010年之前提到AR,那将被视为天方夜谭,没有合

适的硬件平台,而且离大众消费市场太远,不为人们所

熟知。后来,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情况与以前大不相

同,比如相机和大屏幕,这两个关键设备的存在和硬件

计算能力的快速发展为AR技术奠定了基础,因此,大
量AR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在几年前《口袋

妖怪》发布后,公众对AR技术的期望越来越强烈。

2 AR在服装领域的现状

2.1 服装设计软件

基于AR技术的传统设计和仿真应用受到虚拟现

实显示和交互模式的限制。它们不能真实地反映真实

环境中设计工作或模拟设备的真实规模以及与真实场

景的集成效果,缺乏人与虚拟模型之间的自然交互能

力。借助AR技术和可穿戴的硬件平台,设计作品或

模拟装置的外观可以在真实场景中由第一视角显示,
人机与虚拟模型的交互可以通过自然手段进行,有效

解决虚拟现实技术存在的问题[4]。

2019年3月8日,牧羊人在北京召开了AR服装

设计软件全息服装产品发布会[5],如图1所示。这是

一个基于微软全息眼镜的服装设计软件,在科技发展

的推动下,牧羊人在纺织行业推出了集现实、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于一体的创新产品。随着时

代的进步和国家政策的出台,为纺织业开辟了一个新

的商业模式。
牧羊人希望该软件能被引入,能缩短设计师和高

科技工厂之间的沟通距离,意味着不同城市甚至不同

国家的制造商可以同时佩戴全息镜片,在其面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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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图,看到虚拟人类模型和服装展示,并通过网络和

云计算技术实时讨论或修改设计和生产细节,用户可

以使用手势直接调整服装尺寸的细节,并同步显示服

装工艺表中的数据,进行实时记录。该软件使沟通过

程更加直观、简洁和清晰,大大提高了沟通效率。

图1 牧羊人AR服装设计软件发布会

全息服装是为纺织和设计行业服务的革命性创新

产品。虽然纺织服装业是民生之本,但它的发展和变

化仍然是大众所看不到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它
已成为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牧羊

人希望在未来,在全息摄影和中国设计师的共同努力

下,2025年中国制造(MadeinChina2025)将真正成为

世界人民追求的标签,科技将改变中国设计。

2.2 虚拟试衣

服装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和开发人工智能技

术在服装中的应用。其核心技术在于基于人脸或人体

轮廓的实时识别和运动的实时跟踪,结合特殊身体部

位解决3D空间配准问题,从而实现虚拟3D服装、眼
镜和发型的AR试用[6],如图2所示。

在海外,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祖加拉(Zugara)
推出了 WebcamSocialShopper,这是一个在线试用网

站,通过使用在线购物者的网络摄像头、动作捕捉界

面、增强现实技术和社交媒体整合来模拟生活中的购

物场景。

FaceCake于2011年推出了基于 Kinect的试衣

间应用“Speel”,其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改变背景和服

装配饰的搭配,为购物者提供身临其境的虚拟体验。

2018年4月,ZARA在全球137家店铺推出了AR体

验[7]。据了解,消费者可以通过ZARA技术应用在移

动设备上让该技术得以实现。ZARA以3种方式解锁

应用程序:商店窗口、商店柜台上的识别码和在线订单

盒子。当智能手机被定位在这些元素的图形标识上

时,模特就会在用户的手机屏幕上按顺序出现,为时7
~12秒。12种动态体验被拍摄到1张170平方米的

全息图上,并配有68台相机,这是世界上同类相机中

最大的一台。此外,7月初,H&M 在纽约时代广场旗

舰店推出了微软授权的声控智能互动镜,可以让消费

者获得更便捷的时尚推荐,并根据客户需求提出服装

款式建议,这样一来,消费者便可以通过智能镜展示自

己独特的个人风格。

图2 虚拟试衣

2016年9月19-20日,国内儿童品牌ABCKIDS
在厦门举行了2017年第二季度新产品发布会。在现

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与过去的不同,包括AR互动体

验、AR产品植入演示。健康科学的3D足部测量仪器

能够准确测量儿童足部的形状和数据,并为儿童推荐

最适合的产品。其中,增强现实交互体验受到了参与

者的强烈关注。据了解,它采用最先进的增强现实技

术和三维动画,赋予普通T恤丰富的平面图案视觉内

容,如声音和阴影。每件人工智能T恤都包含一个独

特的卡通形象和故事。此外,Gap和谷歌前年在消费

电子展(CES)上联合开发了一款基于 AR的购物应

用,允许用户在家中使用AR技术进行虚拟试衣。

2.3 服装面料印染

AR技术广泛运用于服装生产的染整,如图3所

示。染整包括预处理、染色、印花和整理。印染行业是

纺织服装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其作用是为下游的服装

生产制造企业提供面料[8]。AR技术与印染工业相结

合不仅有效拉动服装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提高服

装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例如,童萌汇为一家儿童服装

店,采用AR技术制成动物印花。当顾客使用手机扫

描服装上花纹时,动物印花就会动起来,与孩子们进行

有趣的互动。这极大地激起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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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一空,品牌服装赢得了一致好评。这充分证明

AR技术为产品找到了新的高附加值,使企业转型的同

时也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娱乐追求和自由交互需求。

图3 北京欧倍尔纺织印染虚拟仿真软件

3 AR技术在服装领域发展趋势

AR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用有服装设计软件、虚拟

试衣和服装生产等方面,根据周粤臻的服装工业市场

理论,AR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广泛运用得知其在服装领

域的其他方面存在诸多应用的可能,颇具发展潜力[9]。

3.1 智能服装

三星申请了人工智能技术的AR头显专利[10],并
开发了智能面料,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更换。

AR头显中,它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相结

合,其原理是AR引擎在结合头幕摄像机拍摄的图片

或视频后,为这些图像数据提供智能标记。利用 AR
头显和智能面料,用户可以在短时间内更改衣服的设

计以支持任何业务。例如用户要去听音乐会,可以在

智能手机上定制衣服,只需点击一个应用程序,就可以

数字打印乐队的标志,并将其发送到智能衣服上。

3.2 AR与VR技术结合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能够创造和体验虚拟世界的

计算机仿真系统,通过计算机生成模拟环境,是一个互

动的、三维动态的观点和物理行为系统模拟。由于一

些服装设计复杂,配饰颇多,剪裁复杂,通过 VR营造

虚拟裁剪工作台以及结合 AR技术,可以实现服装的

设计、分解、裁剪等。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现实情况,运用计算机信

息技术模拟织物是服装设计师、AR技术和VR技术最

理想的结合。设计师可以穿着3D人体模特的基本服

装款式,通过选择和设置织物的一些参数以及人体的

运动规律,对服装和人体进行仿真。通过对三维服装

运动仿真和仿真效果的观察,设计人员可以直观地研

究三维服装的运动仿真和仿真效果。如有问题,服装

的形状和材料可以立即在2D或3D环境中进行修改,
使服装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3.3 服装网络销售

在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购。
线上服装店可以通过AR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层

次的服装体验。
对于致力于电子商务的零售商来说,AR技术可以

用来为消费者创造一个虚拟的购物空间,让他们感受

到类似于离线购物体验。一些淘宝商店使用AR技术

来满足消费者对虚拟装配的需求。例如,MyVirtual
Model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拟装配站点。当消费者进入

配件界面时,他们可以选择标准身材的虚拟配件模型,
也可以创建与自己尺寸相似的虚拟配件模型。他们还

可以将模型的头部更改为自己的头部,以便拟合过程

看起来更真实,如图4所示。虚拟配搭模式建立后,顾
客可以为虚拟模型穿上不同的服装和戴上不同的配

饰,包括改变款式、颜色等,从而得到所期望的服饰效

果。通过对服装裁剪尺寸和人体尺寸比较分析,系统

可以快速显示虚拟模型的适合度,并向客户推荐最适

合的服装尺寸[11]。

图4 淘宝虚拟试衣间

此外,在天猫提供的新零售解决方案中,服装品牌

海澜之家在品牌建设、新产品推出、运营管理、产品创

新以及线上和线下全渠道整合方面围绕新零售展开了

一系列合作。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当消费者进入

海澜之家时,发现没有人零售。客户可以通过个性化

的智慧窗口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信息。他们的风格偏好

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只要他们打开手机进入天

猫,动动手指就可以随心“试穿”当季新品,岂不乐哉!
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在3D虚拟试衣领域有了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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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提

供了便利,由此也避免了退货换货、到货后不满意、怕
麻烦不退等问题。

4 AR技术需解决的问题和建议

4.1 技术问题

目前,国内AR硬件还不够强大,手机和眼镜是支

持AR技术的主要设备。支持AR技术的手机品牌主

要是苹果。大多数通过 AR设计的产品比较单一,不
能够长期吸引顾客。预算通常是“梦想杀手”,对于AR
和MR来说,大部分预算都用来创建3D东西。将电影

(VFX分辨率)或CAD文件转换为可用于消费者移动

手机使用的的3D内容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量[12]。

4.2 AR技术缺乏广泛运用

目前,真正了解并经常接触AR技术的人比较少。
这是因为AR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应

用。一部分人仅通过游戏动漫接触到AR技术,且AR
技术在其他方面融入生活是很少的。就虚拟试衣来

讲,当人们逛街时很少能够见到虚拟试衣间或者试衣

镜,在线上运用虚拟试衣软件也是微乎其微。
随着AR技术的不断完善,企业家应将 AR技术

运用到产品中。相信未来,AR技术将应用于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5 结语

AR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用很突出。服装软件的

开发、虚拟试衣、服装面料印染等方面都渗透 AR技

术。AR技术不仅可以带动产业链的升级发展,还能使

消费者达到其要求水平,实现共赢。虽然 AR技术存

在着一些问题,但在智能服装、市场营销等方面有着不

错的前景。服装企业应深入研究与发展,将虚拟与现

实技术普及到人们服装生活中,使得服装产业趋于数

字化、智能化、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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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AugmentedRealityTechnologyinGarment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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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applicationstatusofARtechnologyingarmentfieldwassummarized.TheapplicationmodeofARtechnologyin

garmentfieldwasexpounded.TheproblemsneededtobesolvedandsuggestionsinARtechnologyapplicationwereputforward,to

providescientificreferencesfortheapplicationofARtechnologyingarment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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