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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型分类是服装号型标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体型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关系着号型的覆盖率大小和实

用性等 ∀通过对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等关于女装号型标准中的体型分类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使用测体数据

按照各种体型分类方法对其进行科学分类 然后利用方差分析 !主成分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比较分类后的结果 研

究各种体型分类方法的合理性 ∀结果表明 我国号型标准中的女装体型分类方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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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型的划分是号型标准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不同国家的标准采用了不同的划分方法 ∀体型的划

分方法关系到号型覆盖率的大小和号型标准使用的

方便程度 所以 虽然名义上称为体型的划分 但其

目的不是将人体的生理体型明显区分开来 而要从

方便样板制作和提高号型覆盖率的角度来考虑 ∀本

文对中国 !美国 !德国 !日本等国女装号型标准中的

体型分类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以期为我国服装号型

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 ∀

1  各国女装号型标准中体型的划分

111  我国女子体型的划分

  我国现行服装   ) 标准中将人体划分为

≠  ≤ 种体型 划分依据是人体胸腰差的大小 ∀

1 .2  美国女子体型的划分

美国 ≥× 标准在划分女子体型的时候 考虑

了年龄 !身高 !体重和围度≈ ∀每种体型再划分不同

的身高 !围度和长度 这种划分方法比较细 每种体

型的相邻尺寸相差较小 在一种体型内 相邻的身高

尺寸有的相差不到 ∀美国 ≥× 标准在划分女

子体型的时候没有考虑胸腰差或胸臀差≈ ∀

113  日本女子体型的划分

日本号型标准中女子体型划分为 ≠ ! ! ! 

种 身高分为  ! ! !  档 ∀划分方法

将出现频率最高的体型定为  体型 ∀将身高中心



定为 身高 时胸围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相对于胸围  将不同的身高出现频率最

高的臀围数值作为各个  体型臀围的中心 ∀则 

体型各个身高的中间体定出来了 ∀然后将不同身高

的胸围按 或 为档差 !臀围按 为档差向

两侧分档 则 种身高的 体型全部定出 ∀在身高

和胸围相同的条件下 臀围比 体型小 的为 ≠

体型 比  体型大 的为 体型 比  体型大

 的为 体型 ∀日本女子体型的划分依据不是胸

臀差 因为各种体型的胸臀差数值有交叉≈ ∀

114  德国女子体型的划分

德国女子体型的划分和日本相似 将身高划分

为  ! !  档 然后将这 档身高和所有

的胸围相配 则臀围尺寸适中的人为标准尺码 ∀和

标准尺码相比 臀围比标准尺码大 的人为宽阔

尺码 比标准臀围小 的人为纤细尺码≈ ∀德国

体型分类也不是以胸臀差为依据 ∀

115  ΙΣΟ号型标准中女子体型的划分

≥号型标准中女子体型是通过臀围和胸围的

差确定的 ∀身高分为  ! !  档≈ ∀

116  各国体型分类方法的总结

从美 !日 !德等国或国际标准的体型分类方法可

以看出 日本和德国的体型分类方法比较接近 其主

要的体型分类依据不是胸臀的差值 因为不同的体

型胸臀差有重叠的部分 它的分类方法是在胸围不

变的条件下 和标准臀围相比 比其大一定数值的臀

围划分为一类 比其小一定数值的臀围划分为一类 ∀

≥服装标准尺寸系统明确说明划分体型的依据是

胸臀差 因为不同的体型其胸臀差没有重叠部分 但

从尺寸分布表上可以看出 在胸围不变的条件下 

体型的臀围比  体型的臀围大 左右  体型的

臀围比  体型的臀围小 左右 所以可以说国际

标准在划分体型的时候主要考虑胸臀差 其次才考

虑臀围的大小 ∀

综上所述 中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 有这 

类划分方法 以胸腰差为划分依据中国 以胸

臀差为划分依据≥ 定出标准臀围后 和标准

臀围相差一定数值的为其它体型日本 !德国 

以身高 !体重 !胸围 !年龄来划分美国 ∀

2  体型划分方法的比较

按下列几点对几种划分方法进行考察 划分

结果是否差异明显 能否反映人体规律及适合成

衣生产 是否方便把年龄作为号型标准中的一个

元素 ∀

首先美国的分类依据明显不同于其它标准 按

≥× 标准划分体型的结果和胸臀差 !胸腰差等都

没有关系 ∀美国崇尚立体裁剪 和我国大都使用平

面裁剪不同 考虑到和国际标准接轨以及我国标准

的连续性 所以着重比较其它几种以围度差来分类

的方法 ∀

以 年东华大学对我国女子标准体型研究

中使用的 个样本的测体数据为基础 按照这几

种划分方法利用方差分析对不同体型划分方法进行

比较研究 ∀

使用 ≥°≥≥软件将样本按照 种体型分类方法

分类依据分别为胸臀差 !胸腰差 !臀围进行分类 

然后将分类后的样本分别进行方差分析≈ ∀使用

≥22检验 得到用不同分类方法划分出的不同体型

间的年龄 !身高 !胸围 !腰围 !臀围的比较结果 ∀

211  各体型分类方法对年龄的区分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年龄的区分比较结果见

表  ∀
表 1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年龄的区分比较

按照臀围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腰差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臀差分类的结果

体型 样本量
Α 1

体型 样本量
Α 1

体型 样本量
Α 1

      

  1 ≠  1   1
  1   1   1
≠  1   1   1
  1 ≤  1
相伴概率 1 相伴概率 1 1 1 1 相伴概率 1 1

  从表 可以看出 按照胸腰差进行体型分类之

后 各体型之间的年龄有差异 其它 种分类方法则

对年龄的区分不明显 ∀

212  各体型分类方法对身高的区分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身高的区分比较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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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身高的区分比较

按照臀围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腰差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臀差分类的结果

体型
Α 1

体型
Α 1

体型
Α 1

    

  1   1   1

  1   1    1

 1 ≤ 1  1

≠ 1 ≠ 1

相伴概率 1 相伴概率 1 相伴概率 1 1 1

  从表 可以看出 按照胸臀差对体型进行分类

之后 各体型之间的身高有差异 而其它 种体型分

类方法对身高的区分不明显 ∀

213  各体型分类方法对胸围的区分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胸围的区分比较结果见

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按照胸臀差进行体型分类之

后 各体型之间的胸围有差异 其它 种分类方法则

对胸围的区分不明显 ∀

214  各体型分类方法对腰围的区分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腰围的区分比较结果见

表  ∀
表 3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胸围的区分比较

按照臀围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腰差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臀差分类的结果

体型
Α 1

体型
Α 1

体型
Α 1

      

 1  1  1

 1 ≤ 1  1

 1  1  1

≠ 1 ≠ 1

相伴概率 1 1 相伴概率 1 1 相伴概率 1 1 1

表 4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腰围的区分比较

按照臀围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腰差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臀差分类的结果

体型
Α 1

体型
Α 1

体型
Α 1

      

 1 ≠ 1  1

 1  1  1

≠ 1  1  1

 1 ≤ 1

相伴概率 1 相伴概率 1 1 1 1 相伴概率 1 1

  从表 可以看出 按照胸腰差进行体型分类之

后 各体型之间的腰围有差异 其它 种体型分类方

法则不明显 ∀

215  各体型分类方法对臀围的区分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臀围的区分比较结果见表 ∀
表 5  不同体型分类方法对臀围的区分比较

按照臀围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腰差分类的结果 按照胸臀差分类的结果

体型
Α 1

体型
Α 1

体型
Α 1

         

≠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相伴概率均为 1 相伴概率均为 1 相伴概率均为 1

  从表 可以看出 按照臀围大小或者胸腰差进 行体型分类后 各体型之间的臀围有差异 按照胸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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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类则各体型间臀围的区分不明显 ∀

从这些检验结果来看 以胸腰差来划分体型可

以区分各体型间的年龄 !腰围 !臀围 以胸臀差来划

分体型可以区分各体型间的身高 !胸围 但身高的区

别不是很大 以臀围的差异来划分体型仅可以区分

各体型间的臀围 ∀

3  体型分类方法的优越性

  我国是使用胸腰差来划分体型的 使用这种体

型分类方法有以下优越性 ∀

以围度差来划分体型的方法和国际标准接

轨 也满足我国标准连续性的制定原则 ∀

可以相对提高服装号型的覆盖率 ∀从方差分

析结果知道 以胸腰差为划分依据除了可以区分各

体型的腰围 !臀围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区分各体型人

群的年龄 而按照臀围大小或者胸臀差来划分体型

则各体型间的年龄差异不明显 ∀服装款式和年龄关

系很大 如果各体型间年龄有差异 则企业就可以根

据服装款式所对应的消费者年龄来选择相应的体型

制板 减少所生产服装的体型的数量 相对提高所生

产服装的号型覆盖率 更符合企业的使用要求 ∀

用腰围而非臀围为划分体型的主要控制部位

更具科学性 ∀利用 ≥°≥≥软件对测体数据进行主成

分分析 比较腰围和臀围在围度方向上的代表性 选

取人体 项较主要部位的尺寸 体重 !颈围 !胸围 !

腰围 !臀围 !颈前点至前腰点的距离颈至前腰 !前

胸宽 !全臂长 !后背长 !肩宽 !腋窝后宽 !前后腋间 !侧

腰高 !颈椎点高 !下裆高 !身高 再把胸臀差和胸腰差

也列入变量 对 项人体尺寸进行主成分分析≈ ∀

用 ≥°≥≥软件去除身高 !胸围 !腰围 !臀围均值落在

? Ρ以外的数据 ∀基于程序缺省取特征根大于 的

规则 ≥°≥≥软件中的 程序在本次分析中萃取

了 个主成分 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为主成分旋转后的载荷矩阵 由表 可以

看出 第 主成分主要反映围度 和围度有关的变量

载荷系数都较大 载荷最高的变量为胸围和腰围 第

主成分和高度关系密切 载荷最高的为身高和下

裆高 第 主成分和颈前点至前腰线中点以及后背

长密切相关 第 主成分的原始变量中胸臀差的载

荷最高 ∀虽然胸臀差在第 主成分上的载荷最大 

但是 它的载荷系数远远大于其它变量 和其载荷相

近的人体尺寸没有 说明和胸臀差相关的部位很少 

所以胸臀差的代表性并不是明显比胸腰差好 ∀

表 6  主成分旋转后的载荷矩阵

测量项目
主成分

   

体重 1 1 1 1

颈围 1 1  1 1

胸围 1  1 1  1

腰围 1  1 1 1

臀围 1 1 1 1

颈至前腰 1 1 1  1

前胸宽 1 1 1  1

全臂长 1 1 1 1

后背长 1 1 1 1

肩宽 1 1 1  1

腋窝后宽 1 1 1  1

前后腋间 1  1 1 1

侧腰高 1 1 1 1

颈椎点高 1 1 1 1

下裆高 1 1 1  1

身高 1 1 1 1

胸腰差  1 1  1  1

胸臀差  1 1  1 1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方法为方差极大法 ∀

  使用胸腰差划分体型的依据更便于应用 ∀腰

围和年龄的关系密切 在 年东华大学服装学院

5我国女子标准体型研究6项目鉴定技术报告中 根

据华东 !华北 !华南三大地区 名女子的测体数

据得出的研究成果表明 年龄和体型有密切的关系 

人体主要部位与年龄的相关系数如表 所示≈ ∀

表 7  主要部位与年龄的相关系数

身高 胸围 腰围 臀围

 1 1 1 1

4  结  论

从表 可以看出 身高受年龄的影响程度较小 

腰围与年龄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胸围和年龄的相关

系数也较大 臀围也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但没有腰围

和胸围明显 ∀因为胸围和腰围都和年龄呈较大的正

相关 所以 胸腰差和年龄的相关程度肯定没有腰围

和年龄的相关程度大 所以 腰围最能反映出年龄的

大小 ∀日本将腰围作为参考部位列入号型表 并在

不同的腰围尺寸上标记相应的年龄段来区分不同年

龄层的号型 而我国用胸腰差作为体型分类的依据 

则不用在号型表中专门列出腰围即可表示出年龄的

分布 因为在胸围和体型胸腰差都已知的情况下 

腰围的大小也就很清楚了 可以比较方便地判断年

龄层的位置 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服装号型的覆盖率 ∀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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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服装消费行为过程

 

消费者在经历前期深入细致地分析后就会采取

决定性的购买行动 ∀消费者在购买服装以后的使用

过程中如果对服装产品表示满意 则会采取积极的

正面的行动和反馈 如为产品做免费的 !义务的口碑

宣传 促使自己重复性购买等等 反之 消费者则可

能会要求退货 !索赔 !不再购买 !不再使用 !对其进行

反面宣传 甚至劝阻他人的购买 ∀

3  结束语

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而发

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就是人们对生活的不断追求 ∀

正如墨子所言 食必常饱 然后求美 衣必常暖 然后

求丽 居必常安 然后求乐 ∀随着人们对服装消费文

化意识的增加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服装

厂商要追求更大的市场效益特别是长远利益 必须

更加重视利用/文化0的武器 更加强调/文化0的价

值 更多地寻找/文化0在服装商品上的表现方式 更

加注意消费者对服装/文化/的感知并关注有哪些特

点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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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选用胸臀差 将会增加一个基本部位 ) ) ) 臀

围 不便应用 ∀所以 我国体型分类方法具有较好的

科学性和实用性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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