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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纸样 ΧΑ∆中曲线修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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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装纸样 ≤⁄设计涉及到许多修改 其中一个主要修改模块是自由曲线的修改 但目前 ≤⁄软件中的修

改模块有许多不足 ∀结合服装纸样 ≤⁄设计线型修改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一种新的型值点修改方法 该方法利用

三次均匀有理 样条构造 修改时曲线能随着鼠标移动而快速改变形状 ∀这种方式直观 符合设计人员的习惯 ∀

同时修改有很好的局部性 不需要将整个曲线进行重新计算 所以可控性好 有很强的灵活性 便于设计人员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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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辅助服装设计是计算机技术与服装设计

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已深入到服装工业设计与加工

领域 对服装工业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

在许多计算机辅助服装设计过程中 尤其在纸样的

≤⁄设计中 常常涉及到设计的修改 ∀因此 服装

设计中的修改模块是计算机辅助服装设计中的重要

部分 其中的一个主要修改模块是自由曲线的修改 ∀

当前的 ≤⁄软件中有 种修改自由曲线的方法 即

利用参数修改曲线 !利用控制点修改曲线以及利用

型值点修改曲线 但都有不足之处 ∀利用参数修改

曲线时直观性差 要求设计人员对参数的变化与曲

线形状之间规律有所掌握 但大多数设计人员希望

直接在图上修改 以达到创造思维的最大发挥 因

此 这种方法不容易被设计人员接受≈ ∀利用控制

点进行曲线修改时 由于控制点不在曲线上 修改曲

线时要反复比较才能使曲线达到所要求的位置 因

此需重复的步骤多 ∀而按型值点修改曲线的方式直

观 也容易被设计人员接受 ∀但同样存在 个问题 

一是每个微小的局部变化后 都必须将整个曲线重

新进行计算修改 不具备局部修改性 二是由于整个

曲线要重新计算 当曲线形状复杂或尺寸很大 定义

曲线的数据很多时 这个修改过程会很费时 因此这

种方法并不常用≈ ∀

随着服装设计越来越追求个性化 服装纸样

≤⁄设计中会大量使用自由曲线的造型 因此 自

由曲线的造型性能直接影响着服装设计效果 尤其



是这种曲线造型的修改是否方便灵活 是否有较好

的可控性对设计人员而言非常重要 ∀本文提出的按

型值点修改曲线的方法 即曲线随着鼠标点的移动

而变化 有很好的局部性 ∀不需要重新计算整个曲

线 修改速度快 可控性好 有很强的灵活性 ∀实验

表明 该方法完全符合设计人员的使用要求 ∀

1  ΝΥΡΒΣ曲线

 ≥曲线非均匀有理 样条曲线是国际

标准化 ≥×∞°产品数据交换中定义的描述产品几何

形状的唯一方法≈
 ≥曲线不仅可以表述复杂

的自由曲线形状 还可以表示标准的解析二次曲线 

如圆 !曲线等 将非有理与有理的曲线形式进行了统

一 表达非常方便灵活  ≥ 方法已成为服装

≤⁄中最流行的技术 ∀

一条 κ次  ≥曲线可以表示为一分段有理

多项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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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ϖι 为控制顶点 ωι 为权因子 而 Νι κ υ为 κ

次 样条基函数≈
υ为参数 ∀

权因子是有几何意义的 它影响曲线的形状 一

般以如下方式进行 增大 ωι 曲线拉向控制顶点 ϖι 

同时 曲线在受影响范围内被推离除顶点 ϖι 以外的

相应其它控制顶点 若 ωι 减小 则相反 ∀

2  曲线的修改方法

针对曲线随型值点修改进行分析 ∀一段三次均

匀有理 样条曲线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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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有理 样条曲线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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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υ  时 Χ 
ω ϖ   ω ϖ  ω 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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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Χ  Χ为 π点 随着鼠标移动 于是 ϖ ϖ
和 ϖ ϖ 依旧作为控制点 固定不变 而 ϖ 是随着 π

点移动 ∀

因为  π 
ω ϖ   ω ϖ  ω ϖ

ω   ω  ω

所以 ωπ  ϖ   ω π  ωπ  ϖ   ω ϖ

ϖ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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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求出曲线 Χ  υ Χ  υ等 它们随 π 点变

化 ∀而且可以看出 只有含有 ϖ 的项才随着 π点变

化 分析 Χι υ的形式 只有 ϖ 附近相邻 段曲线

随之变化 ∀若对一般的 ϖι 只有相邻的 段曲线随

ϖι 变化 因此 有极好的局部性 ∀同时 整个修改不

需作整体计算 所以速度是很快的 如图  !所示 ∀

当然 这种修改是粗糙的 有些细节还得通过 ω 的调

节而得 相当于希望 ΑΒ段曲线通过 ω 作一微调 ∀

图 1  由控制点求出 ΑΒ段曲线
 

  下面针对一般问题研究其中的规律 ∀

  同样 设 Χ  Χ为 π
ψ
点

所以 π 
ω ϖ   ω ϖ  ω ϖ

ω   ω  ω

即 ωϖ  π  ωϖ  π   ωπ  ϖ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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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移动曲线上 π点 ,得到 ΑΒ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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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原图与修改 ω1 得到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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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β
为二阶行列式 ∀因此 当 ω ω ω ω

固定不动时 ω 随鼠标点 π的移动而变化 导致曲线

随鼠标点 π移动作部分微调 其中变化规律是当鼠标

向曲线凹方向移动时 曲线变平坦 当鼠标向曲线凸

方向移动时 曲线变凸 ∀

综上所述 π
ψ
点为鼠标点时 曲线可以随鼠标移

动而变化 不需要再作整体曲线计算 ∀同时 通过

ω 对曲线段进行微调 如图 所示 ∀同样 也可以通

过 ω 随鼠标点 π的移动而变化 导致曲线随鼠标点

π移动作部分微调 只不过此时公式为 ω 

ϖ  π π  ϖ

ϖ  π ϖ  π
ω 但 ω 和 ω 不能同时随鼠标变

化 这会导致曲线出现断裂 ∀当然 还可以通过其它

方式进行微调 这里就不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

3  实  例

根据以上算法分析 对算法进行了编程 编程环

境是 ∂∏ ≤  1 操作系统是 • 如

图 所示 ∀因衣片袖窿曲线长度要与袖片袖山曲线

长度匹配 将右边的袖窿曲线拉长 对袖窿曲线作了

修改 从图 中看效果是很好的 操作也很方便 只

需鼠标单击曲线上型值点 拖动鼠标就可改动曲线 ∀

当然 为了得到希望的曲线形式 可能要多做几次

修改 ∀

图 4  袖片袖山曲线的修改

4  结  论

研究了  ≥曲线上的参数如何随 π点位置

移动而发生改变的规律 ∀由此可知  ≥曲线上

一切参数都由 π点移动位置确定 因此 通过鼠标

移动得到不同款式是可以实现的 但直接从曲线移

动得到款式变化的自动生成立体形式还要作进一步

研究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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