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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三维人体数据管理系统的应用需求 对系统维护所需的安全性高 !数据处理频繁 !交互性强 !地

点固定的功能模块采用 ≤Π≥模式 对用户群所需的功能 因其使用范围广 安全性要求不高 采用 Π≥模式 ∀这样集

≤Π≥和 Π≥结构优点的系统 满足了不同的应用需求 同时具有很好的扩展性 ∀介绍了基于混合模式的三维人体数

据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及实现技术 ∀

关键词  三维人体数据 管理系统 Π≥ ≤Π≥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Ινφορµατιον µαναγεµεντ σψστεµ οφ 3∆ αντηροποµετριχ

δατα βασεδ ον µιξ στρυχτυρε

 ÷2  ÷

 ÷2∏

1 Χολλεγε οφ Αππαρελ ανδ Αρτ ∆εσιγν  Ξιχαν Πολψτεχηνιχ Υνιϖερσιτψ Ξιχαν  Σηανξι    Χηινα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Τεξτιλε Ενγινεερινγ  Ψανχηενγ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Τεχηνολογψ Ψανχηενγ  ϑιανγσυ    Χηινα

1 Χολλεγε οφ Χοµπυτερ Σχιενχε  Ξιχαν Πολψτεχηνιχ Υνιϖερσιτψ Ξιχαν  Σηανξι    Χηινα

Αβστραχτ  ∏ ∏ ⁄  

   ≤Π≥  Π≥ ∏ ≤Π≥ 

∏∏ 2 ∏ ∏    ∏∏2
∏ ¬ ∏ ∏Π≥
  ∏∏   × 

√ ≤Π≥ Π≥  ∏¬×∏

∏ ⁄  ⁄  ≥  ¬∏ 

∏ 

Κεψ ωορδσ  ⁄Π≥ ≤Π≥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基金项目 陕西省科技厅科技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ƒ

作者简介 黄新民   男 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基于 ⁄ ≥的三维人体数据库及其应用 ∀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 特别

是为服装制造服务的三维人体扫描仪的出现 使得

对不同客体人群 !地域 !国家的人体进行灵活准确地

测量 获得有效数据成为可能 因此 建立三维人体

数据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维人体数据库为大

量的人体测量基础数据提供高效 !安全 !方便的存储

基地 基于三维人体数据库的应用系统为用户 !研究

者等提供了一个交互平台 ∀目前 世界上已有 多

个大规模的三维人体数据库 其中欧美国家占了大

部分 亚洲国家约有 个 而日本占了一半以上 ∀

典型的人体数据库有欧洲人体数据库 ∞⁄⁄

∏ 和美国的 ≥≥

美国服装号型标准系列 ∀我国目前缺少大规模的

基于三维人体扫描仪的三维人体数据库≈
现存人

体数据系统已经不符合现代人体特征 急需建立适

应中国人体特征的人体数据库系统 ∀本文的研究重



点是基于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扫描数据的三维人体数

据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及实现技术 ∀

1  三维人体数据管理系统需求分析

本文开发的目的是构建三维人体数据管理咨询

平台 通过软件实现以陕西省服装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为基地的内部 !外部信息的保存与共享 ∀针对非

接触三维人体扫描仪测量的人体数据及其它资料 

建立三维人体数据管理系统 ∀该系统的建立着重考

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

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三维人体数据库 ∀三

维人体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

统工程 其数据来源广泛 数量巨大 包括不同研究

机构和测量设备的数据 ∀三维人体数据库要满足国

内外多层次企业 !研究者和个人用户的需求 其数据

库结构 !数据格式等需要与国际上三维人体测量数

据库标准接轨 ∀

建立各类人体数据分析统计模型 ∀为了能够

更好的了解目标客户群体的体型特征 需要建立统

计分析模块 ∀可以按照职业 !性别 !年龄段 !地区等

参数属性来分析不同群体的体型特征 并生成统计

报表 ∀

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系统涉及大量

个人隐私信息 因此其保密性更是至关重要 ∀对系

统的不同用户设置不同的访问和处理权限 防止非

法用户进入系统访问和破坏数据 保证数据的安全

性 ∀数据完整性是指数据的正确性 !有效性和相容

性 是指数据库中数据应始终保持正确的状态 防止

不符合语义的错误数据的输入输出 ∀因此 如何保

证数据库安全性和完整性是系统中极其重要的技术

环节 ∀

实现异构数据的共享和交换 ∀已存在的三维

扫描数据和非三维扫描数据可能使用着不同的操作

系统 !不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没有特定的模

式描述 每个数据源的信息和组织都不一样 这就构

成了异构数据环境 ∀这些异构数据是非常宝贵的信

息资源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信息资源 有必要将同

种类型而不同结构的人体测量数据整合起来 实现

数据的共享和交换 ∀

基于互联网的应用 ∀要求在网络环境下实现

人体测量异构数据≈的异地交换 !处理和查询 为企

业 !研究者和个人用户提供获取信息和进行研究分

析的各项在线服务 ∀主要实现个体背景资料数据等

相关信息的远程提交 !文件的上传下载 !用户信息的

综合查询等功能 ∀例如 通过基于 • 的在线体型

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对目标用户群体的体型进行分

类 服装生产企业根据目标用户群体不同的体型特

征指导定制服装生产 ∀

2  三维人体数据管理系统主要功能

211  数据采集和录入

  要以互联网为传输载体建立三维人体测量数据

共享系统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构筑通用的共享信

息数据库关系模型 同时还能向所有用户提供方便

实用的信息存储和获取工具 ∀通用三维人体测量数

据共享数据的采集模式有两类 一类为手动录入信

息 如被测试人的社会背景信息和测试状态 !方式信

息 ∀另一类为三维测量设备测量后自动生成的人体

特征尺寸信息 ∀三维人体测量数据库的建立遵从国

际标准 ≥ ∀

212  数据传输和验证

对收集到的各分布式前端站点数据打包传输 

对数据进行有效性检验 数据存储至共享数据库 ∀

213  数据查询

数据查询主要分为企业用户查询 !个人用户查

询 ∀企业用户查询功能可根据常用查询条件任意组

合查询 查询条件包括地区 !性别 !年龄段 !职业 !服

装类型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检索需求 选择查询条

件 查询结果通过列表形式显示最常用尺寸 并对其

进行分页实际系统应用中每页显示 条记录来

实现 单击该条记录可以查看此记录的详细尺寸信

息 ∀个人用户查询功能可根据常用查询条件任意组

合查询 查询条件包括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用户可

以根据自身检索需求 选择查询条件 查询结果通过

列表形式 并对其进行分页来实现 ∀

214  数据分析

对人体尺寸数据进行基本的统计计算 内容包

括对每一个测量项目的最小值 !最大值 !算术平均

值 !均值的标准误差≥∞ !标准偏差≥⁄ !  ∗

 置信区间的标准误差 !变异系数标准差均

值 !频数分布 !偏度 !峰度等运算指标的计算 ∀

215  统计报表

统计分析模块主要依据我国现在普遍使用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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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号型标准 Π×  ) 以人体净体胸腰的差

值将人体划分为 ≠ ! ! !≤共 类 服装生产企业可

以按照职业 !性别 !年龄段 !地区等参数属性来分析

不同群体的体型特征 计算目标用户群体体型数据

的平均值及体型数据 不同区间段内的样本数在全

体样本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并提供生成统计报表和

报表打印功能 ∀

216  系统管理

包含用户及使用权限管理 !系统初始化首次投

入使用时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工作 !∞¬报表模板

设置及日志管理 并提供数据的导入导出 !定期备

份 !恢复和定点恢复等功能 ∀

3  系统功能实现技术的选择

≤Π≥Π√客户机Π服务器结构交互性

强 响应速度快 具有较强的数据操纵和事务处理能

力 较为完备可靠的数据安全性和完整性约束 但是

该结构需要专门在客户端安装程序 通用性差 维护

复杂 主要适用于大量频繁及高速交互数据的应用

系统 ∀

Π≥Π√浏览器Π服务器结构具有分

布性的特点 维护简单方便 共享性强 但是建立在

广域网之上 系统安全控制能力较弱 而且很难实现

特定用户的专用性需求 该结构只适用于同用户交

互量不大的系统 如信息查询等≈ ∀

使用该系统的对象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系

统维护人员 负责对数据进行全方面的管理 另一类

是多层次类型企业 !研究者和个人的用户 通过

• 服务器访问客户信息收录系统和用户信息查询

管理界面 完成个体背景资料数据等相关信息的远

程提交和综合查询等 ∀

综合考虑了三维人体数据管理系统的功能和用

户群 根据对性能的需求不同和使用对象的不同 对

整个系统子功能的实现技术进行选择 其中对于系

统维护人员 因其安全性要求高 交互性强 使用范

围比较小 地点固定 同时处理数据量大≈
模块采

用 ≤Π≥模式 ∀面向个人用户及服装制造企业的子功

能 因其使用范围广 地点灵活 功能变化频繁 同时

安全性及交互性要求不高 采用 Π≥模式 ∀

4  系统编程及实现

系统服务器端配置为 • ≥√数据

库采用 ≥±≥√ ∀采用 ⁄• √网页编辑

工具和≥°技术完成动态网页设计 ∀在 Π≥结构部

分 采用 ×1作为 ≥°的解释器 开发工具为

∏ ∀在 ≤Π≥结构部分 开发工具为 ⁄1 

用 ∞÷≤∞定制报表 实现报表打印 ∀

411  ΧΠΣ模块部分

≤Π≥模块采用 ⁄1开发 使用 ⁄数据库

的数据存取技术 ∀ ≤Π≥ 模块主要实现个体背景资

料 !三维人体数据 !扫描状态 !扫描仪信息的添加 !删

除 !修改 !查询 !录入及输出 ∞¬报表及系统维护

功能 ∀

采用 Π≥模式中的 ≥°技术难以生成用户要求

格式的报表 因此采用 ≤Π≥模式开发 仍然采用原系

统数据 ∀考虑到 ∞¬具有良好的报表设

计能力 最后采用 ⁄1开发工具 实现了 ≤Π≥

结构报表的输出 ∀

实现步骤  建立 °×表 主要用来存

贮 ∞¬模板名称 !模板内容及窗体名称 定制

∞¬模板 包括数据表的表头及其它固定项 以

附件的形式保存 ∞¬模板  查询或计算相关数

据填入指定 ∞¬单元格 报表打印输出 关闭

∞¬释放引用 ∀

图 1  企业用户查询结果

412  ΒΠΣ模块部分

Π≥模块采用 ≥°  ≥√√来开发 亦

即  ∂ ≤的开发模式 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可维护

性 ∀ Π≥模块主要实现企业用户查询 !个人用户查

询 !研究者用户查询 !体型分析 !∞¬报表的上传与

下载功能 ∀整个系统主要有 个包 ∞¬包主

要负责异常处理 ≥√包主要负责具体的业务处

理 包主要负责数据库的访问和数据库连接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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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包主要是一些通用的帮助工具 包括封装

一些常用的字符串操作 文件上传下载组件等 ∀

图 为企业用户对  ∗ 年龄段进行查询的结果 ∀

5  结束语

本文从信息共享 !基于网络的服装量身定制和

人体体型分析的需求出发 使用 ≤Π≥和 Π≥混合结

构模式建立三维人体数据管理系统 ∀ ≤Π≥模式采用

⁄1开发 实现了个体背景资料 !三维人体数

据等各种信息的管理及系统的维护功能 Π≥模式

采用 ≥°  ≥√√实现了不同用户的查询

需求 !文件的上传下载及统计分析功能 ∀这种 ≤Π≥

和 Π≥混合结构模式能恰当地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

需求 可有效地解决具有特定要求的三维人体数据

管理系统所遇到的问题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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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纺织品商检新标准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 年第 号总第 号文批准发布了 项与纺织行业相关的商检标准 

从 年 月 日起实施 具体内容见下表 ∀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号

≥Π×  )  出口毛针织品检验规程 ≥Π×  ) 

≥Π×  )  出口西服大衣检验规程 ≥Π×  ) 

≥Π×  )  出口衬衫检验规程 ≥Π×  ) 

≥Π×  )  纺织品 !绒毛织物绒毛保持性测试方法

≥Π×  )  纺织品 !水溶性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分析方法

≥Π×  )  进出口纺织品安全项目检验规范

≥Π×  )  检验检疫设备完好通用检查方法

≥Π×  )  出口蚕种检验检疫规程

≥Π×  )  进出口桑茧干茧检验规程

≥Π×  )  进出口毛毯检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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