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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发设计是服装大批量定制的关键环节 ∀将服装大批量定制开发设计过程重组为创造性的开发过程与

敏捷性的设计过程 ∀款式库 !部件库和样板库是开发过程的结果 也是设计过程的基础 ∀提出了服装大批量定制

设计方法 包括模块化开发和建模 !款式设计 !样板设计和排料设计等方法 ∀给出了其集成平台的总体框架结构 ∀

研究中以某企业开发的服装设计资源共享集成平台为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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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 追求时尚和个性的人们对服

装的款式和尺寸有了越来越多的定制需求 ∀计算机

辅助设计技术 !网络技术以及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

为服装大批量定制创造了条件 ∀大批量定制是指以

大批量生产的成本和速度 提供定制的个性化产品

和服务的生产模式≈ ∀面向大批量定制开发设计

⁄≤∏⁄ƒ≤是大批量定制

的重要环节 对定制产品的交货期 !总成本和质量都

有着重要的影响≈ ∀可以通过科学的产品设计来有

效地实现大批量定制≈
服装设计技术是服装大批

量定制的关键技术之一≈ ∀为了实现服装大批量定

制 需要采取合理的服装开发设计方法 也需要相应

集成平台工具的支持 ∀

1  服装开发设计过程

  为了快速响应客户订单的需求 将创造性的服

装新产品开发过程与定制服装敏捷设计过程相对分

开 ∀这两个过程的目的和任务不同 所采取的方法

也不同 但二者具有紧密的联系≈ ∀图 列出了服

装开发设计过程的主要环节以及款式库 !部件库和

样板库的部分内容 ∀



图 1  服装大批量定制开发设计过程

大批量定制的核心就是要尽可能减少产品内部

多样化 增加产品外部多样化 ∀产品模块化是实现

大批量定制的重要手段 为实现定制服装的快速设

计创造了条件 ∀

服装新款开发是在市场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的 ∀为了增加相似性 需要对服装部件及样板等进

行标准化和规范化 ∀客户群的个性化需求存在着相

似性 包括款式相似性 !部件相似性和规格相似性 ∀

相似性是重用性的基础 充分发掘相似性资源 是服

装大批量定制开发设计的关键 ∀

服装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基本方法是分类编码方

法 !模块分析方法和服装建模方法 ∀建立一套完善

的编码体系是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基础 ∀模块分

析以提高相似性 !降低总成本为目标 是减少内部多

样化的重要手段 ∀

大批量定制对产品建模的依赖日益增加 必须

对产品模型进行统一描述≈ ∀服装建模是在模块分

类编码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款式模型 !部件模型 !样

板模型和工艺模型 ∀

款式库 !部件库和样板库是服装大批量定制开

发和设计间联系的桥梁 ∀面向大批量定制服装设计

过程包括款式设计 !样板设计和排料设计 ∀

2  服装款式设计

客户对时装等产品的款式有较多的定制需求 ∀

按照客户需求 从款式库 !面料库和部件库中选择款

式 !面料和部件进行配置设计 通常不需要很多专业

知识即可完成 ∀也可以在所选款式的基础上进行轮

廓样式等部分修改 这种修改一般需要服装设计人

员的参与 ∀通过以上定制设计 就可以得到个性化

的服装款式 ∀

定制服装款式设计需要以模块化开发为基础 

用有限的款式库和部件库组合成多种多样的款式 ∀

同时 在服装款式库和部件库的建模中也要体现模

块化的思想 以便在进行款式设计时 能够进行快速

无差错的部件替换 ∀理想的情况是通过建模 实现

款式与样板的同步自动关联修改 ∀

图 以一款童装为例 说明服装款式设计的过

程 ∀首先从款式库中选择款式样本 然后在所选款

式样本的基础上进行轮廓修改和部件替换等 最后

得到款式的定制设计结果 ∀

图 2  大批量定制服装款式设计过程

3  服装样板设计

客户对西装 !衬衫等产品的定制需求主要在尺

寸上 ∀按照客户需求确定款式后 从样板库中选择

相应的主样板 根据测得的客户体型数据 由主样板

进行推档得到客户定制服装的样板图 ∀所谓主样

板 就是样板库中的样板模型 ∀客户定制服装的样

板与主样板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样板的推档可以

通过样板模型的变型设计来实现 ∀只要样板库中的

样板模型正确 则由主样板所派生出来的变型设计

结果也应该是正确的 ∀

为了实现样板变型设计 需要采用智能关系型

服装 ≤⁄系统建立样板几何模型 图 为基于操作

过程和规格表的样板模型 ∀系统将样板几何建模过

程记录下来形成操作过程记录 可以采用数学公式

的形式建立几何特征与规格表中参数之间的对应关

系 例如 定长 胸围 ≅ 1  1 操作过程记录与

样板几何模型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 可以通过修改

操作记录来改变样板的几何模型 ∀尺寸规格表中包

括服装设计所需要的各种参数 如衣长 !肩宽 !腰围 !

胸围 !领围 !袖长等 每个规格对应样板的一种变型 ∀

要实现正确的样板变型设计 必须在样板几何模型

中建立正确的设计约束关系 并具有完整的尺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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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表 ∀

图 3  基于操作过程和规格表的样板模型

4  服装排料设计

布料的有效利用是服装大批量定制区别于传统

定制的显著特点 是实现规模效益的有效手段 ∀因

此 要将客户订单中不同规格 !不同面料和不同数量

的衣片进行组合 制定经济合理的裁剪排料方案 ∀

由于款式及尺寸等的个性化 对定制服装裁片

必须进行合理地编号 以保证缝纫组合无误 ∀同时 

对裁片捆扎也很有讲究 ∀在实际生产中 可以采取

同种面料的衣片单层铺料 多件混合排料 统一裁

剪 分件编码捆扎的办法 以简化生产计划管理 确

保定制服装生产的有序进行 ∀

对于面料有严格色差要求的定制服装 同一件

服装的衣片必须裁剪于同一块布料 有时要求相邻

衣片对格对条 此时也要对下料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

一般西装类面料需要毛裁 在毛裁的基础上 再利用

样板净裁 以满足色差要求和实现对格对条 ∀而对

于里料 可直接净裁 ∀

从降低总成本考虑 在西装与衬衫等服装的团

购定制生产中 根据订单号型进行排列 将不同规格

的衣片归并 按照最大尺寸统一下料 !自动裁剪 然

后再按照相应的样板修剪成各自的规格尺寸 ∀

5  集成平台的总体框架

为了支持服装大批量定制设计 某企业推出了

服装设计集成平台 其总体框架如图 所示 ∀通过

网络化集成平台将 ≤  平台 !≥°平台 !≤⁄系统

平台 !设计知识库平台和 °⁄ 平台联系在一起 以

实现设计资源共享 ∀平台中包括模块层 !系统层 !应

用层和客户层等 个层次 ∀

图 4  集成平台的总体框架结构

模块层中包括款式库 !部件库和样板库 三者都

属于设计知识库平台 分别储存服装的款式 !部件以

及样板的模型 ∀款式库中有多种服装款式 部件库

中有衣领 !衣兜 !腰带 !装饰等部件 样板库中有不同

款式服装的主样板 ∀款式库 !部件库和样板库由

°⁄ 平台统一管理 ∀

系统层中包括款式工艺设计系统 !样板变型设

计系统和自动排料系统 三者都属于 ≤⁄系统平

台 ∀款式工艺设计系统用来进行款式和工艺设计 

创建对应款式的样板图和工艺图 ∀样板变型设计系

统用于服装样板的设计 ∀自动排料设计系统用于对

所设计的服装衣片进行自动排料 ∀

应用层中包括男装平台 !女装平台和童装平台 

三者都属于 ≥°平台 ∀平台界面中包括款式的确

定 !面料的选择 !装饰图案的配置等内容 还包括款

式图 !样板图和工艺图等相关链接 ∀

客户层中包括公共客户 !企业客户和设计师客

户 ∀公共客户可以浏览 !购买下载服装设计资源 ∀

企业客户还可以将自己的新设计上传 经检验确认

后入库 ∀设计师客户的设计结果一般具有较高价

值 可以按照特定价格购买下载 ∀通过 ≤  平台实

现对公共客户 !企业客户和设计师客户的管理 ∀整

个集成平台要具有可靠的安全机制 使其资源得到

有序高效地共享利用 ∀

6  结束语

通过服装开发设计过程重组 能够更好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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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资源的相似性 ∀服装的创新开发需要采用模块

化方法 通过由需求分析 !新款开发 !标准化和建模

组成的开发过程 得到款式库 !部件库和样板库 作

为定制服装设计的基础 ∀服装定制包括款式定制和

尺寸定制 在适当的服装 ≤⁄系统的支持下 通过

款式模型和部件模型进行款式配置设计 通过样板

模型进行样板变型设计 二者结合起来实现款式与

尺寸的组合定制设计 ∀某企业建立的服装设计集成

平台体现了这种思想和方法 扩大了大批量定制的

应用范围 ∀实践表明 这种服装大批量定制设计方

法和集成平台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能够实现服装

模块 !≤⁄系统 !≥°应用以及客户等各种设计资源

的集成和共享 有效地支持不同深度的服装 ⁄ƒ≤

的实现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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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印染企业由于自身的特点 其信息化建设难度

大 而且特色明显 !难点突出 如几个基本库的建设 !

远程色彩纠偏以及数字化标识系统的搭建等 都是

其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本文提出了以平

台研究为核心的印染企业信息化思路 ∀总体来看 

目前我国印染企业信息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应重点

围绕其共性问题采取分步骤各个突破的方式开展工

作 这样必将使印染企业在工作效率 !新产品研发周

期 !按期交货率 !客户满意度等许多方面再上新的

台阶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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