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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纸样设计的差异匹配原理与应用

戴建国 叶泓 杨玉平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杭州  

摘  要  服装是由许多裁片经逐次相关缝合而成 从成品形态看 似乎缝合两侧的缝边与形状是等长 !等形的 其

实不然 ∀一方面由于服装最终造型效果要求是立体的 且要求与穿着对象体表曲面相吻合 另一方面由于服装材

料存在的厚度等原因 为使服装造型达到特定效果 须对衣片缝合部位的缝边进行差异匹配设计 ∀缝边的差异量

即为吃势量或归拔量 匹配差异量与材料厚度 !成衣形态及缝制工艺有关 ∀纸样差异匹配设计分为层叠型差异匹

配和转折型差异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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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样的差异匹配设计指服装纸样中缝合部位两

侧的缝边 依据成型状态 !材料特性 !工艺要求分析

所采取的非等长 !非等形配合设计 ∀

服装由许多裁片经逐次相关缝合而成 ∀从成品

形态看 这些缝合部位两侧的缝边因为已被缝合在

一起 似乎是等长 !等形的 其实不然 ∀实践证明服

装中的许多部位 若采用等长 !等形匹配 缝合效果

适得其反 ∀凡是造型美观 !工艺讲究的上品服装 一

定是重视且善于应用纸样差异匹配设计技术的结

果 ∀一方面由于服装最终造型效果要求是立体的 !

且要求与穿着对象体表曲面相吻合 另一方面由于

服装材料的厚度 !衬布的使用 !缝边翻折工艺等不

同 使得纸样中差异匹配技术的运用可以说无处

不在 ∀

纸样差异匹配设计按形态可分为层叠型差异匹

配与转折型差异匹配 ∀

1  层叠型差异匹配

111  定  义

  为使缝合部位上下层衣片弧形重叠形态美观或

达到特定效果 根据材料厚度和缝合部位的弧形状



态 对两层或两层以上重叠缝合部位的缝边所采取

的非等长设计 ∀

图 1  翻领形态

1 .2  设计原理

图  所示的领子由领

面与领里层叠缝合 呈弧形

层叠形态 ∀为便于分析 以

αβ表示领里 αχβχ表示领

面 ∀此时 αχβχ相对于 αβ是

外径 因此应采取 αχβχ大于 αβ的差异匹配 ∀

层叠的内外径差异与材料厚度 !层叠弧形的曲

率有关 ∀层叠弧形的形态虽然是不规则的 但为了

不把问题弄得过于复杂 在此把层叠弧形近似地看

作是圆弧或是圆弧与直线的组合 ∀

112 .1  内外径差异与材料厚度的关系

图 2  内外径差异与材料

厚度的关系

如图 所示 设圆弧 αβ

的半径为 ρ材料厚度 ααχ

η Ν αοβ  Η弧度制 则 

αβ ρ≅ Ηαχβχ ρ η≅ Η

内外径差 αχβχ αβ  η# Η因

为 Η是定值 其与领子的形

状有关 所以材料厚度 η越

大 内外径差就越大 ∀

112 .2  内外径差异与层叠弧形曲率的关系

由 11211得 内外径差 αχβχ  αβ  η#Η当材料

一定时 其厚度 η为定值 则领子形状的圆心角越

大弧的曲率越大 其差越大 其中 β  Η β ∀

当 Ηψβ时 如图 所示层叠状态接近于直线 

内外径差 αχβχ  αβ接近于  当 Ηψβ时 如图 所

示层叠状态接近于半圆 其差 αχβχ  αβ接近于 Π# η 

因此层叠弧形曲率越大内外径差异越大 ∀

图 3  Ηψ 0β时的层叠状态
 

图 4  Ηψ 180β时的层叠状态  

1 .3  应  用

服装结构设计中需要应用层叠差异匹配设计的

部位有很多 下面以领子 !袖子 !驳头与挂面为例加

以说明 ∀其它的应用还有贴袋盖与贴袋 !贴袋与衣

身 !背心的袖窿贴边 !衣片的面里配合等等 ∀

113 .1  领  子

图 为翻领穿着时的示意图 ∀在此状态下 领

面的领尖 αχβχ 领外围线 βχδχ 领后中宽 χχδχ 相对

于领里 αβ βδ χδ 是外径 惟独领底线 αχχχ相对于

领里 αχ是内径 ∀这是因为翻领的领座部分与翻出

部分存在转折关系 ∀因此翻领面 !里纸样的匹配方

法如图 所示 βχδχ  βδ αχβχ  αβ χχδχ  χδ 

αχχχ  αχ∀

图 5  翻领穿着时的状态
 

西装领结构原理与翻领相同 ∀立领结构简单 

在企业实际生产中不分别做领面与领里的纸样 而

是采用在缝制时领里适当拉紧 领面适当做吃势的

方法来解决面与里的内外径差异匹配 ∀翻领的领

面 !领里纸样的匹配方法如图 所示 ∀

图 6  翻领的领面和领里匹配方法
 

113 .2  袖  子

图 为衬衫袖的内外径层叠示意图 ∀衬衫袖装

袖形式多为肩压袖型 即袖窿的缝边倒向衣身 ∀因

此袖窿 αβχ处在外圆 袖山 αχβχχχ处在内圆 袖窿与

袖山的缝边呈弧形层叠 ∀通常这类衣服的肩宽放松

量较大 呈挂肩状态 ∀一般来说同时符合肩压袖和

挂肩这 个特征的袖型 装袖不需要吃势 ∀因此这

类袖型 应根据材料的厚薄 把袖山的弧长设置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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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衬衫袖的内外径层叠
 

于或略短于袖窿弧长 ∀还应注意的是 真正形成袖

窿与袖山内外径层叠的部位是肩端 β点和前后腋

下的 α点 !χ点附近 而胸宽与背宽部位其实只是上

下层平行层叠 ∀这样的分析将有助于指导缝制

工艺 ∀

西装袖与衬衫袖相反 西装袖是袖压肩型 ∀袖

山与袖窿弧长配合除了考虑内外径差异之外 还需

考虑西装袖为追求袖山圆润饱满的造型效果 在袖

窿上加装袖窿条 !肩垫等所需要的吃势量 ∀

插肩袖的内外径层叠关系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很多人在配置插肩袖的袖山与袖窿弧长时都将它们

按等长匹配 殊不知插肩袖袖片与袖窿也存在内外

径层叠关系 ∀图 为插肩袖的成品形态 ∀分析图 

可知 插肩袖装袖缝边一般倒向袖片 则袖片与袖窿

在前插肩缝 αβ段与后插肩缝 χδ段基本呈上下层平

行层叠关系 但前插肩缝 β点与后插肩缝 δ点附近 

由于衣片在腋窝处呈弧形转折 所以此处袖片相对

于袖窿是外径 ∀因此该处袖片弧长应视材料厚度略

长于袖窿 ∀

图 8  插肩袖的内外径层叠
 

113 .3  驳头与挂面

以西服挂面为例 因驳头翻折线的存在 所以翻

折线以上部位挂面是衣片的外径 翻折线以下部位

挂面是衣片的内径 挂面与衣片可依据内外径分析

作差异匹配 ∀

2  转折型差异匹配设计

211  定  义

  为使缝合部位的造型呈/内凹0或/外凸0的立体

效果 根据材料的性能和缝合部位的凹凸程度 对缝

合部位的缝边采取归拔量设计 ∀

2 .2  设计原理

转折型差异匹配的原理也就是归拔工艺作用的

原理 ∀

212 .1  拔开原理

图 为人体躯干的近似体 Α!Ο !Β分别表

示胸围线 !腰围线与臀围线的位置 ΑΟΒ的连线可

看作是侧缝线 ΑχΟχΒχ可看作是侧片分割线 ∀若将

图 的形体过 Ο点水平分割 可得 个近似圆台

的组合 然后分别以 ΑΟ ! ΒΟ 为对称轴 沿

ΑχΟχ ! ΟχΒχ连线剪切展开 得到 个独立扇环 如图

所示 ∀据扇环性质 ΑΟ  ΑχΟχ ΟΒ  ΟχΒχ 且

ΑΟ ΟΒ  ΑχΟχ  ΟχΒχ ∀由此可以得到 一般情况

下 若腰节分割 腰线以上部分衣片的腰节线在侧缝

处呈下垂倾向 腰线以下部分衣片的腰节线在侧缝

处则呈起翘状态 ∀

图 9  拔开原理
 

如果是既要收腰 又不允许分割腰节线 那么只

能把母线为 ΑΟ的和母线为 ΟΒ的两个扇环 在腰节

线上合并成为图 那样 ∀这时 ΑΒ Ξ ΑχΒχ 由于

Οχ之间有一定的重叠量 所以 ΑχΒχ  ΑΒ∀这与圆

台所有母线相等的性质相悖 因此必须对 ΑχΟχΒχ连

线在 Οχ点位置适量拔开 才能使衣片成衣状态符合

人体形态 达到平伏贴体的效果 ∀

观察图 可知 Οχ点处的重叠量 即为拔开

量 ∀拔开量的大小首先与扇环母线的斜率有关 即

与胸腰差及腰臀差有关 同时与扇环的宽度有关 即

与衣片的纵向分割线多寡有关 ∀胸腰差及腰臀差越

大 纵向分割片数越少 拔开量越大 ∀

212 .2  归拢原理

图 所示的形状与图 正好相反 Α点

是腰围线的位置 Ο点是臀围线的位置 Β点是衣

片下摆线的位置 ∀图 提示了合体设计的衣片

臀围线作横向分割的分割线形态 图 中 Ο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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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间隙即为归拢量 ∀归拢量的大小与扇环母线

的斜率有关 即与腰臀差及臀摆差有关 同时与扇环

的宽度有关 即与衣片的纵向分割线多寡有关 ∀腰

臀差及臀摆差越大 纵向分割片数越少 归拢量

越大 ∀

图 10  归拢原理
 

2 .3  应  用

转折型差异匹配设计的应用部位是服装中需要

施加归拔工艺的部位 下面以领子 !袖子和裤子为例

加以说明 ∀

213 .1  领  子

合体设计的领座部分与翻出部分相连的领子涉

及转折型差异匹配设计 其差异匹配要求体现在领

底弧长应短于领圈弧长 ∀图 中虚线 εφ是翻折

线 领片在此处形成上下领的转折 因此领座部分可

以视作立领 ∀

图 11  领底与领圈的差异匹配
 

图 12  立领形态

  立领的形态不外乎

图 所示的  种 ∀而图

中的领座属于图 中

的 型敞口型 因此显

然不合体 ∀若图 中 αβ

与领圈等长匹配 领子装

上后侧颈点处必然豁开 ∀

为避免上述问题 就要设

法缩短翻折线 εφ长度 ∀但这种领片结构无法直接

缩短翻折线的长度 ∀分析图 可知 改变领片

弯度 能调节 γη !εφ与 αβ的长度 当 γη长度和 ηβ

宽度一定时 领片越弯则 εφ与 αβ越短 ∀因此可以

在领片设计时 采取适当加大倾倒量 先将领片做成

γη与 εφ满足实际长度要求 !αβ短于实际长度与领

圈匹配长度的状态 然后将 αβ不足的长度 通过

领脚剪切展开或领脚拔开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经

过剪切展开的领脚如图 所示 χχδχ  χδ 

αχβχ  αβ 展开量 领圈弧长 ∀

213 .2  袖  子

如图 所示 西装袖为大 !小两片袖结构 

大袖片前后都有偏袖设计 与小袖片成转折配合关

系 又因西装袖肘部前凹后凸的造型要求 所以大小

袖片的内外侧缝之间存在归拔关系 需要差异匹配 ∀

大袖片 αβ应短于小袖 αχβχ 大袖片 χδ 应长于小袖

片 χχδχ 否则就达不到前述造型要求 ∀图 为大

袖片沿偏袖转折线翻折的形态 可将纸样在肘部 εφ

处剪开 偏袖翻折才能呈内凹弧形 翻折线越弯 !偏

袖越宽 εφ的展开量会越大 说明差异量与偏袖的

宽度及袖型的弯度有关 ∀大袖片 χδ 与小袖片 χχδχ

的差异匹配同理 ∀

图 13  袖片的差异匹配
 

213 .3  裤  子

图 为普通西裤成品形态 ∀图 中前

挺缝线 !外侧缝线基本呈直线状 后挺缝线则明显呈

弧线状 臀部鼓起 !膝关节背部微微收紧 与人体曲

线相似 ∀内侧缝虽然看不见 但按裤子整烫工艺一

般要求 内侧缝一定处在外侧缝同一位置 与外侧缝

叠合 也呈直线状态 ∀

图 为后裤片纸样按后挺缝线纵向对折后

的形状 ∀这时与成品形态正相反 裤片内外侧缝为

弧线状 而挺缝线呈直线状态 ∀那么裤片内外侧缝

与前后挺缝线的弧线形态是怎么转换的呢 

  通常裤子的后裤片大于前裤片 因此后裤片与

前裤片存在转折配合关系 又因后裤片设计为了强

调合体性 一般将裤片设计成中裆线以下内外侧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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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裤片的差异匹配
 

对称 中裆线以上不对称 ∀合体型的后裤片将纸样

按后挺缝线纵向对折 通常呈如图 所示形态 ∀

后龙门处的 α点一般都会宽出外侧缝 α点宽出程

度与裤子合体程度有关 越是合体宽出程度相对要

大 ∀成品整烫时内外侧缝要求叠齐是为了内外侧缝

与后挺缝线的弧线形态转换 ∀后龙门的 α点右移

至外侧缝上 才能使后片臀部外凸 膝部内凹 ∀如图

   

那样 把内侧缝线段 αβ与外侧缝叠齐 且保持

βχ段不动 ∀这就必须拉伸 αβ段内侧缝的长度并使

其变形 否则内侧缝与外侧缝是无法叠合在一起的 ∀

最简单的办法是按图 那样 把内侧缝沿 βδ 剪

开 β点阴影部分的展开量就是后片内侧缝所需的

拔开量 ∀后片内侧缝因为拔开 所以必须要短于前

片内侧缝 ∀图 中 α点宽出外侧缝程度越大拔

开量越大 拔开量越大后挺缝线成型曲率越大 裤子

越合体 但拔开量受材料性能的制约 一般的西裤材

料拔开量控制在 1 ∗  范围内比较合适 ∀经过

上述工艺处理之后 后挺缝线开始变成弧形 再经过

外侧缝股上段的归拢推移和腰部收省等工艺处理 

后挺缝线臀部的形状将更加接近人的体态 ∀

3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服装纸样差异匹配设计的概念 试

图提供给大家一种结构分析的思考方法 以便使服

装纸样设计的方法与手段日趋规范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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