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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确定服装放松量

吴志明
（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江苏 无锡!$0"#-）

摘 要：服装放松量包括运动舒适量、生理舒适量和造型放松量，服装的放松量对服装的造型及服

装的舒适性有很大的影响(作者论述了确定运动舒适量、生理舒适量和造型放松量的原则及各部

分的基本放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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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服装似乎主要被用于美化穿

着者，以至于近几年小一号、小两号的服装广为流

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

服装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既要求服装有良好

的静态造型，又要求服装有良好的舒适性，满足这

一看似矛盾的要求的关键之一是正确确定服装的

放松量(
服装的放松量是在静态和动态状态下使人感

觉舒适并保持服装的造型美而在各部分（主要是人

体的围度尺寸）加的宽裕量，是在人体净尺寸的基

础上加放的量（所指的净尺寸是指被测量者穿着紧

身内衣时测量人体而得到的尺寸）(服装的放松量

对服装的造型及服装的舒适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

正确确定服装的放松量是服装能否充分体现设计

者设计思想的关键之一(
服装的放松量包括运动舒适量、生理舒适量、

造型放松量等［$］(运动舒适量是人体在进行工作、

运动等活动时，为保证人体活动的安全性、舒适性

需要的放松量；生理舒适量是为满足人体的呼吸等

生理运动而需要的放松量；造型放松量是由于款式

造型所需要的放松量(

B 运动舒适量和生理舒适量

运动舒适量和生理舒适量是服装放松量的基

本量，它直接影响服装穿着的舒适性(
BCB 颈部放松量

颈部的运动有前后屈、侧屈以及回旋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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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运动使颈围的尺寸发生变化!由于颈部运动和

穿着舒适性而需要的基本放松量为"!#$%!
!"# 胸部放松量

!!#!! 运动舒适量 当人体作双手抱胸、挺胸、上

肢上举等运动时，胸围尺寸呈现出缩小趋势，缩小

程度随运动形式和运动幅度的变化而变化；上体向

前倾斜运动时胸围尺寸呈现增加趋势，增加的幅度

随人体向前倾斜运动的姿势及向前倾斜运动的幅

度的变化而变化，胸围平均增加&$%，最大达’$%，

服装的运动舒适量的大小随服装的用途的变化有

较大的变化，但一般情况下运动舒适量应不小于&
$%!
!!#!# 生理舒适量 呼吸对胸围尺寸有较大的影

响，当 作 深 呼 气 时 胸 围 尺 寸 的 变 化 量 为(!)!
&!*$%，平均为"!+$%；作深吸气时胸围变化量为

,+!(!"$%，平均为,(!*$%，因此由于呼吸而需

要的放松量为#$%，再考虑皮肤的弹性，则最小的

生理舒适量为&$%!由此可见，胸围的基本放松量

一般应不小于*$%!
!"$ 腰部放松量

人体的直立、坐下、前屈等运动对腰围尺寸有

较大的影响，见表+!
表! 运动对腰围尺寸的影响

%&’"! %()*(&+,)-./&0123104)0+.56)+*)7’819-:2

姿势 动作 平均增加量／$%

直立正常姿势
&-.前屈 +!+

)(.前屈 +!*

坐在椅上
正坐 +!-

)(.前屈 "!/

席地而坐
正坐 +!’

)(.前屈 "!)

从表+可看出，席地而坐并作)(.前屈时腰围

尺寸变化最大，平均增加量为"!)$%!根据人体工

学的研究，进餐前后腰围尺寸有"$%左右的变化，

根据医学研究，腰部有"$%左右的压迫量不会对

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对下装而言，腰围的基

本放松量为(!"$%，一般青年人的服装的腰围不

加放松量，中、老年人加"$%左右的放松量!
!"; 臀部放松量

臀部的运动主要有直立、坐下、前屈等动作，由

于这些运动而使臀围尺寸增加，臀围尺寸的变化见

表"!

表# 运动对臀围尺寸的影响

%&’"# %()*(&+,)-.(093104)0+.56)+*)7’819-:2

姿势 动作 平均增加量／$%

直立正常姿势
&-.前屈 (!’

)(.前屈 +!#

坐在椅上
正坐 "!’

)(.前屈 #!-

席地而坐
正坐 "!)

)(.前屈 &!(

由表"可见，在席地而坐作)(.前屈时，臀围增

加量最多，平均增加量为&$%，再考虑因舒适性所

需要的间隙，一般臀围的基本放松量为-$%!

# 造型舒适量

由于款式造型而需要的放松量随造型风格的

变化而变化，其变化范围较大，需要不断地实践和

积累经验!在确定造型放松量时，必须考虑由于里

面加穿衣服所需要的放松量，该部分的造型放松量

随加穿衣服的厚度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加穿衣服厚

度而需要的服装放松量见表#!
表$ 加穿衣服对放松量的影响

%&’"$ %()*(&+,)-.,&:<)+232-5):&+*)0+.56)+*)7’80++):3

,&:<)+21

服装名称 服装厚度／$% 所需放松量／$%

毛衣 (!- #!+&

秋衣 (!" +!"’

球衣 (!- #!+&

衬衣 (!+ (!’#

涤、腈纶衫 (!" +!"’

由于服装的穿着者及服装的用途、穿着场合不

同，确定服装的放松量时必须同时考虑上述#种放

松量，还需考虑由于选用的面料不同和穿着者的习

惯及爱好而引起的放松量的变化!有时则只需考虑

一种或两种放松量，例如休闲服更多考虑的是造型

所需的放松量，因为此时的放松量已大于运动舒适

量和生理舒适量之和；合体的职业女装要求能充分

体现穿着者的风度、气质和身材，同时又不妨碍正

常的工作，因此合体的职业女装的放松量必须同时

考虑上述#种放松量，但由于合体职业女装的穿着

对象多为白领阶层，所以服装要求的运动舒适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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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小，确定放松量时考虑更多的是生理舒适量和

造型放松量；晚礼服由于强调人体的曲线而使穿着

者更显楚楚动人，它不需要过多的活动量，因此它

的放松量更强调造型的需要!确定服装放松量时除

了必须考虑上述"种放松量外，还需要考虑面料的

性质!总之，它是技术性、经验性较强的工作，是较

难掌握的技术，比较而言，合体装和紧身装的放松

量的确定更难!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将常见的合

体女装和紧身女装的放松量总结如下，见表#，以供

参考!

表! 常见合体女装和紧身女装的放松量

"#$%! "&’()#*+(,&)-&.(*’/,01#*2103415,013#).(*1/

款式

部位

领围／

$%
胸围／

$%
腰围／

$%
臀围／

$%
备注

合体西服 &!’(!&)*!+ ,!(
合体裙 )!’ "!#

合体女裤 )!’ "!*
合体连衣裙 ,!( "!* 臀围随款式而定

紧身吊带裙 &!’ ’!" 臀围随款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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