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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山的结构分析与实际应用

王宏付

工业设计系

己 会,
, 矛 ‘二

无论在服装衣片结构设计中
,

还是在实际打版裁剪过程中
,

衣片的袖窿弧线与袖片的袖

山弧线的准确吻合 袖山的高低与袖宽的准确取值
,

都是衣 片结构设计中的难点所在
,

也是

服装肩部造型的关键之一
。

在 日本原型结构设计
、

我国的传统比例分配结构设计以及其它方法的结构设计中
,

由于

不同的款式造型
,

反映在衣片的袖窿大小
,

袖子袖山 高低
、

袖宽 多少就会随

着款式设计的不同要求而变化
。

在我国服装行业中
,

衣片的袖窿深
、

袖片的袖山高
、

袖宽几乎

都由经验取值
,

这样给服装结构的实际应用带来了许多不便
,

也给服装打版裁剪标准化的实

施带来了许多困难
。

本文从人体工学原理 出发
,

避开经验取值
,

对袖片的结构进行理论分析

与实际应用的探讨
。

理论分析

缩缝量 挤缝量或称吃势

根据服装加工工艺和肩部造型要求
,

袖山弧线与衣片袖窿配合时
,

必须有一定的缩缝量

挤缝量
,

即必须有一定的
“

吃势
” ,

也即袖片袖 山弧线必须大于衣片袖窿弧线 一个适

当的数值
,

这个适当的数值必须在袖 山由直线绘制成抛物线时所产生的余量数值来体现 袖

窿周长 袖山周长 曲线 一袖山吃势
。

换言之
,

如果袖山周长作为袖山周长 直线 的简称

时
,

则 袖窿周长 一袖山周长
。

臂根围

对于标准体型
,

臂根 围的标准 比例为 一 净胸围 
,

取平均值 。 净胸围
。

实

际上
,

由于手臂活动的需要
,

必须在臂根 围处有一定的放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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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臂根围一 净胸围 放松度

由于臂根围的放松度在 一
,

成衣胸围基本放松度也为 一 优
,

两者放松度基本

一致
,

所以由 成衣胸围 一净胸围 放松度 代人臂根围公式得

臂根围 放松度

一

知
一

等
”

·

‘ 放松度

由于上衣的胸围变化在 卜 之间
,

则

赞
”一 一 

,

取平均值
赞

。一
一

正好与 放松度相抵消
,

于是有

臂根围 一

臂根围实际上可以看成是椭圆曲线进行拟合
,

如果根据椭 圆周长

尸
。

一 枚瓦荞再万计算必然较复杂
,

由于该椭圆曲线可近似为圆
,

所以可以用圆的

周长来计算

即 臂根 围 一 二 ·

式中 为臂根直径
。

因此
,

一

这与衣片结构设计中
,

从肩端点处往下取 十定数为袖窿深的经验取值相一致
,

这为

衣片袖窿深的经验取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

袖山周长

在一般情况下
,

袖窿周长一臂根围  
,

又 由于袖窿周长一袖 山周长
,

因此袖山周长一

争由山高与袖宽

用建立的坐标推导袖山高和袖宽的理论取值
。

实际上袖山前后弯度的差异前面 比后面弯度大
,

如果不考虑手臂偏前即手臂活动范

围前多后少这一因素
,

则可以认为前后袖山弧线左右对称
。

建立坐标 袖山线为横坐标
,

袖山上平线为纵坐标
,

袖 山顶点为坐标原点

从坐标原点
,

以袖窿长
·

一

、洲户
,

今

下七国

为半径作圆弧
,

则袖 山斜线端点必须在该圆弧

上
。

臂根半径一

如果假定人的手臂活动角度与水平线

成 角
,

则角 反映在坐标 中是首先考虑肩膀的

厚度 与手臂接合位置
,

然后再反映在袖山上

平线上取臂根半径 一 八 以后得 点
,

从

点作与上平线成角 的直线与 圆弧交于 尸

点
,

则

尸一
·

一

尸 一袖山高

尸 袖宽 袖根肥

令  。 ,

则 一
·

图 袖山高
、

袖宽与 关系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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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根宽 尸 一 何 一
·

由于 尸“
一尸

“

则代入可得 与 的关系式
“

解得

了 犬
“

一

式 中 与 关系表明
,

当袖子与水平线的角度取不同数值时
,

袖山高必然会取不同

的数值
,

即不同款式的袖子
,

与水平线的角度不同
,

袖山高的取值就会随之而变
。

根据人体工学原理
,

若以一般普通袖来说
,

袖子与水平线成
。

左右角的斜度最标准
,

因为当人的手插腰时
,

也正好是这个角度阁
,

而且袖子如果取这样 的角度可 以兼顾手臂举

上
、

放下
、

回转带平的不便
,

使衣服由于手臂牵拉产生的皱纹恰到好处
。

令
。 ,

则 代入式 得

熟人介

丫 万一
二气丁 廿一

·

一

由于上衣的胸围多变化在 一 之间
,

则

带
·

。一 一
· ,

取平均值带
·

”一 一

因此得出结论为 、一

带
”一

·

尸“一

错
·

。

是
一

晶
·

“

罕
·

。

同理
罕

·

。一
·

一
·

 
,

取平均值
罕

·

。一
·

则袖宽
譬

· ·

证 明了

在比例结构设计中
,

如果衣片的袖窿周长是按 。 一吃势
,

袖 山周长为 。 时
,

、取
带

“

· ,

尸“ 取告
, ‘

·

‘为最理想袖山基本线计算公式
,

这与比例结构设计中袖 山高取精
。士

定数
,

袖根宽取誉
“ 定数的经验取值相一致

。

讨 论

对于不同款式的服装
,

袖 山高
、

袖宽的取值有所不同
。

圆装 袖 二片袖 一般有垫肩
,

厚
,

则袖山高应根据这一特点相应增加
·

卜
·

, 袖 山高度成精
“一 。

· ,

袖宽为音
。十 二

·

衬衣袖 一 片袖 由于男式衬衣袖子为整片结构
,

而且为 了衬衣袖便于缝制
,

习惯

上袖子的袖底缝和衣片的摆缝往往一次完成
,

一般袖子的倾斜度就要适 当减少为备
只

。

。 ,

于是
“ ,

代入 式可得

叮,

一 一
九 下代万 万一

二 二匕一 艺

尸 丁丈 一
十 下代万

乙
一 二犷 十

勺

对于女式衬衣袖
,

由于衬衣在肩部成型的需要
,

采用与圆装袖同样的袖 山高和袖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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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尽尸 附 以 司 一 丁丈尸一 艺 乙

袖 宽 一

告
十 ‘

·

‘

实际应用

以一片袖结构设计为例 圆装袖结构设计原理相同
,

具体作法略
。

步骤 如图 用坐标法作图
。

为 了在袖底缝处圆顺
,

角袖山斜线与
·

 线相距

不同款式
。
角不同可在图中直接表明

。

亩

一一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另另

丁

图 步骤 图示

步骤 袖山顶点处用去多角限圆弧圆顺
,

为了使袖片的前
、

后片有所 区别
,

处理方法如

图

蓄

嚣

图 步骤 图示

匆价
结 语

将人体工学原理与服装结构设计相结合进行科学分析
,

这有助于改变我国服装行业过

去几十 年
、

甚至上百年一直延用的经验值取法 有助于裁剪打版技术科学化
、

系统化
、

标准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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