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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构设计是服装造型的关键，它根据服装效果图，将立体的服装分解成平面的衣片，揭示

服装整体与细部的组合关系*结构设计列表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效果图款式与平面结构纸样的

关系，找出服装款式的特征、服装构件的组合、人体与服装的关系、服装规格尺寸，以便快捷准确地

绘制出服装的结构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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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美是集构思美、想象美、观念美，包括设

计美、裁剪美、缝制美等各种美的基础，以及广博

的知识而成*一件完美的时装作品，需要经过从设

计、裁剪、制作直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其中服装设计

是重要的一环，直接关系到服装的成败*由于设计

过程中不可能将所有的构思制作成实样，时装效果

图就成为展现设计者构思的最便捷、最经济的方

式*
服装设计离不开巧妙的裁剪和制作，因为整个

工艺过程是将设计意图得以完美体现的重要环节*

服装效果图上表现的服装款式，必须通过具体的裁

剪、缝制才能实现*这种实施效果图向纸样转化的

过程，被称为结构设计［!］*在将效果图上理想的形

象转为具体形象的物化过程中，除了要完美地体现

设计意图外，更要考虑基于人体基本尺度的立体

美，有时甚至大量修改原来的设计，使之符合工艺

的要求*可以这样说，服装设计效果图是创造美，结

构设计是从技术上实现美，是设计师对服装设计的

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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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的外形与内部结构线

结构设计是服装造型的关键，它根据效果图所

设计的轮廓造型和细部造型，将立体的服装分解成

平面的衣片，揭示服装整体与细部的组合关系［!］"
服装外轮廓是设计师追求的理想目标，结构设计中

的内结构线则决定外轮廓线的实现"在绘制效果图

时，服装的外形线总是先被反复推敲，然后确定下

来"结构设计时根据这些外形的特点，进行内部结

构线与分割线的设计"服装的外轮廓线像是建筑总

体框架结构，内部结构线，主要包括省道线、剪接

线、褶裥以及衣片的各个拼接部位，则是具体完成

总体中的细节部分，构成服装整体形态的线"这些

分割裁片的连接线，既起着分割用途，又起着连接

作用，帮助平面的衣料在人体不规则形体上塑形"
而各种省、裥、褶的设计，又给服装提供了变化无限

且又符合体形的结构"例如女装上的公主线，不仅

体现了女性的优雅，更符合女性人体的曲线结构"
结构设计同时为缝制加工提供成套规格齐全、结构

合理的系列样板"
服装外轮廓线表示了服装的外形，内部结构线

表示服装的空间体感"服装外轮廓线同时也是人体

的外轮廓线，只是在服装与人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放松量与空间"服装的外形变化主要通过调整人体

与服装之间的围度、距离来完成，包括满足生理需

要的放松度和非实用性的装饰部分"内部空间变化

在外部的表现即是外形线上的变化"结构设计就是

对人体自然状态及运动状态的尺度变化最有效的

把握，是由服装的内部结构线实现服装外形的必要

手段"
然而，时装设计效果图转换成结构纸样，是一

门较难掌握的技术，处理不当会造成缝制出来的服

装与效果图上服装的款式差距很大，或款式虽与效

果图符合，但服装穿着时有不合体、不能体现设计

的特点与风格等情况"因此，要准确地实现将效果

图转化成结构纸样，除了对效果图中服装款式和轮

廓造型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还必须掌握和认识人

体结构、人体体形与曲线的变化，熟悉纸样设计的

原理，了解穿着对象的体形特征"只有对服装的剪

接线、构造线、装饰线、外形、细腻感或细节魅力（比

例、层次、线条等）有深刻的概念，才可能根据各式

服装不同的特征，绘制出充分表现特征与品味的线

条"

" 效果图种类与分析

在进行结构设计之前，必须对服装效果图仔细

研究，对款式的功能属性、平视与透视结构、材料性

质与组成、工艺处理形式、款式特征逐一分析"写实

性、工艺型服装效果图可以直接作为生产用图，对

于其它各种不同类型的效果图必须分析、简化，方

能用于生产［!］"
服装设计效果图的种类较多，表现手法多种多

样"主要有时装插图与时装绘画、夸张人体比例的

服装效果图、写实性的效果图、工艺型效果图等"时
装插图与时装绘画这种类型的效果图主要是供欣

赏所用，艺术性较强，一般不用于制作成衣，有时仅

为高级时装绘制"夸张人体比例的服装效果图主要

是设计师用来表达设计概念和表现技法，具有强烈

的个人风格"对于这类服装效果图，必须简化成符

合比例的生产用设计图，要求款式清晰明了，服装

的正面、背面的外轮廓线、内结构线与分割线等细

节要清楚"写实性的效果图的款式，线面组合关系、

比例都比较清楚；有时结构上有难以表达的部分，

通过分析，可以直接转换成纸样"工艺型效果图注

重结构和工艺处理形式的表达，是可以较为直观地

理解服装款式的效果图，可以直接使用"
效果图较复杂的款式，可采用在人体模型上用

样布造型，直接得出所设计服装的各个衣片"这种

方法比平面的纸样更直观，适合单件制作的高级时

装，尤其是材料悬垂性很强，造型构造较复杂的礼

服"对于一般的成衣，则采用平面的制图"在工厂的

生产中，有时要根据图片、照片上的款式进行结构

设计，这需要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方能较好的完成，

有一定的难度"在平面制图之前进行列表分析，可

以清楚地看出效果图款式与平面结构纸样的关系，

找出服装款式的特征、服装构件的组合、人体与服

装的关系、服装规格尺寸，从而快捷准确地绘制出

服装的结构纸样"

# 结构设计列表分析

#$! 款式分析

款式分析表主要是对效果图上服装的类型、造

型等逐项提出问题，并将分析与处理方法列成表

格，简洁明了"避免拿到效果图后束手无策"现以女

上衣作为典型例子进行分析，见图#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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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女上衣效果图

"#$%! &’(()*+,-)(./01*.1’(

2%3 服装规格的分析与确定

服装规格的确定是在款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的!在进行各类型成衣结构设计时，要注意尽量采

用国家标准号型规格，以符合现代化生产的需要!
对于特殊类型的服装规格，按实际尺寸设定!见表

"!
2%2 细部规格的计算

细部规格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一般根据款式以

及制作工艺的需要，采用原型法或比例法!原型法

适用于合体型服装，用事先制好的原型，按款式要

求进行细部的调整!比例法按服装类型与公式对照

计算!见表#!

表! 女上衣款式分析表

4’5%! 6+’78#+$./’*(01*.1’(,(87)

分析项目 问题的提出 分析结果与处理方法 女上衣

服装的类型 衣、外套、衬衫、时装 确定服装类型 职业女装

款式造型特征 $型、%型、&型、’型、(型 找出款式造型特征 小’型，前摆呈大圆弧形

服装宽松程度 贴体、合体、较宽松、很宽松 确定宽松程度 合体

结构线类型 公主线、褶位线、省缝、剪接线 确定结构线是装饰线还是功能线 从肩部起的公主线

袖子类型 装袖、连袖、插肩袖 确定其类型、袖山高度与形状 两片装袖，袖口翻边装饰

领子类型 翻领、驳领、立领、其它领 确定领子所占比例及形状 位置较高带弧形的西装领形

口袋类型 贴袋、插袋、其它口袋 确定口袋类型、特点、安放位置与比例 带弧形的插袋

表3 女上衣规格分析表

4’5%3 6+’78#+$./’*(01*.1’(,#9)

分析项目 问题的提出 分析结果与处理方法 女上衣

服装的号型规格 采用何种号型规格？ 按国家号型标准确定 )*+／,-$

人体与服装的关系 何种的宽松程度？ 按服装的款式加放宽松量 合体宽松量

采用的计算方法 用何种计算方法？
造型复杂的用原型法和短寸法，造型简

单的用比例法
原型法

控制部位的规格

与加放量

胸围
胸围.型/最小宽松量/款式宽松量

（型.测量的净胸围）

胸围.,-/)0/"
.1*23

臀围

臀围.净臀围/最小宽松量/款式宽

松量 （臀围尺寸在上衣结构设计中

作为参考）

臀围.10/)0/"
.)0"23

肩宽
肩宽.#04胸围/宽松量

或 肩宽.测量尺寸/款式宽松量
肩宽.#123

腰节长 腰节长.测量尺寸 -023

衣长
总体高-04/款式需要量

或 衣长.腰节长/款式需要量

衣长.-0/"+
.*+23

袖长
总体高-04/款式需要量

或 袖长.测量尺寸/款式需要量

袖长.+0/"
.+"23

领围 测量尺寸/款式需要量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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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女上衣细部规格计算表

"#$%! &#’()’#*+,-*#$’./012.*#+’.23+4.

部位 原型法计算公式 比例法计算公式（!"） 女式上衣

肩斜度
在原型的基础线上根据款式

加放#

前后肩斜和为$%度

一般款式：前&’度；后’(度#
变化款式：视款式对前、后肩斜分配#

在原 型 的 基 础 线 上 加 放&
!"#

领宽与领深
在原型领线上根据款式加放

并造型#

前领宽)’／*领围+%#,
或经验量,#*!-#*!"
后领宽)’／*领围+%#,
或经验量,#*!-#*!"#
前领深)’／*领围.款式需要量

后领深)&!&#*!"#

在原型的基础上前领口宽加

’#*!"
后领宽加’#&-!"
前领驳头止点与纽扣位置齐

后领深&#*!"#

前胸宽
在原型前胸宽基础上根据款

式宽松度加放#

前胸宽)胸围’#*／’%.!
贴体型!)&#*!"
宽松型!)$!"以上；

一般型!)/!$!"

在原型的前胸宽的基础上加

放’!"#

后背宽
在原型前胸宽基础上加放%#*
!’!"#

后背宽)胸围’#*／’%.!
贴体型!)/!"
宽松型!)$#*!"以上；

一般型!)/!$#*!"

在原型的后背宽的基础上加

放’!"#

袖窿深
在原型袖窿线上根据款式加

放&!’%!"#

袖窿深 ) 胸围’#*／’%.!
外套类：!)&#*!/!"
衬衫类：!)’#*!&!"
大衣类：!)*!"

在原型袖窿线上加放$!"

袖山高 在袖原型上按款式需要加放

袖山 ) 胸围’／’%.!（约’/!’,!"）

外套类：贴体型’*!’,!"
宽松型’%!’/!"

衬衫类：贴体型’%!’/!"
宽松型0!’%!"

袖山高)’0!"#

袖宽 与袖山高成反比

袖宽 ) 胸围&／’%.!
外套类：贴体型’-!&’!"

宽松型&&!&$!"
衬衫类：贴体型’-!&%!"

宽松型&’!&$!"

根据衣服袖窿弧长与袖山高

得出#

口 袋 大 小 与 位

置

直接在纸样上绘出口袋形状

与位置#
直接在纸样上绘出口袋形状与位置#

距腰节线,!"，前弧与下摆

呼应#

结 构 线 或 省 缝

位置

根据效果图上结构线的形状、

位置、大小、比例直接绘制#

根据效果图上结构线的形状、位置、大

小、比例直接绘制#

从肩部起至腰节处画弧线，

距胸点&!"，腰节点距前中

心’’!"#

5 服装结构纸样的绘制

经过结构设计的列表分析后，服装衣片关键部

分都已经明确，可以着手进行结构纸样的绘制#见

图&#如果效果图上有特殊的部位，还应该有针对性

的处理#纸样绘图结束后，要仔细核对，进行局部调

整后，才能裁剪、制作#
服装结构设计，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与实

践#对于设计者，如果不熟悉结构设计的原理与技

巧，就无法理想地实现自己的设计意图#因此，即使

在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普遍运用的今天，仍需要以

0’$ 无 锡 轻 工 大 学 学 报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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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基础从事设计工作，只有掌握设计的要领，才 可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地把握设计精髓!

图! 女上衣结构纸样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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