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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女装新原型的应用分析

薛福平
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艺术系 广东 佛山  

摘  要  阐述日本文化女装新原型简称新原型的基本规格和适体条件 ∀针对新原型背长的设定为背部体表长

度 提出了不同廓型背长的修正方法 并对中腰节长与前后片的平衡 !肩点的变化 !胸省的处理 !袖窿深点的确定等

进行了分析 ∀指出腰部松量概念在腰线断开和腰线不断开情形下所表达的含义 胸省 !肩省的设置与使用上与腰

部造型不具有严格的一致性 最后以腰部半合身型 !箱型结构为例 分析了新原型的具体设计应用 为新原型的应

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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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的日本文化女装新原型简称新原型 

胸省设在袖窿弧线上 使胸围线 !腰围线变成水平 

整体结构成箱型特征 称为箱型原型 ∀较之旧原型 

其突出的修订在于适应人体变化的胸点抬高和胸凸

增大的造型调整 以及各部位的计算公式充分考虑

到与胸围关联性的大小 减少常数的设定等 本文就

新原型的应用进行细致的分析 ∀

1  基本规格

新原型绘制纸样的基本规格定义为成人女子

≥号型规格的 
≈

即身高 胸围 

背长  ∀胸围松量规定为 这是坯布包裹

人体上身时最小外包围的必要尺寸 
身幅腰线


的合

身松量定义为  周为  ∀

2  适体条件

原型的适体条件是原型应用的基础条件 反映

原型的构成形态与人体之间的关系 新原型经过试

穿 符合适体条件 整体布面顺畅 体型适合度好 优

于旧原型的突出之处是上半身胸部以下的坯布保持

垂直 见图 
≈ ∀



图   新原型着装图

ƒ  ⁄ 

3  应用分析

311  不同廓型背长的修正
原型制图中背长的测量方法≈是先将透明树

脂薄板覆盖于左右肩胛骨 从后颈点开始通过透明

树脂板的表面沿人体后中心线量至腰线 ∀这个背长

反映的是合身原型的背长 而不是箱型原型的背长 ∀

当进行箱型纸样设计时 腰线会有一定的下落 需要

首先修正背长 见图  ∀

图   不同廓型时背长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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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箱型纸样时 背长一般减少  ∗  腰

部半合身纸样 背长减少  ∗    ∀在后片袖窿

线以上修正是考虑不影响前后侧缝等长的条件 但

可能会引起袖窿过小的情况发生 应用时可以将袖

窿下挖些 或抬高肩点并适当加大后片宽度 ∀

312  腰节长与前后片的平衡

新原型前片 ΒΛ线以上至侧颈点的高度由
Β




  确定 与背长没有制图关系 胸高点的存在 

前腰节与背长保持 个差数 差数的大小决定着前

后衣片的平衡 新原型对差数进行加大的调整 反映

的是胸点抬高和胸凸增大的概念 当不适合时 可进

行腰节长的修正 与胸部扁平的原型修正方法相同 ∀

313  后肩省与肩点的变化
后肩省的设置是适应人体肩胛骨突出的需要 

完全使用后肩省适合合身廓型 当进行半合身廓型

或宽松廓型设计时 使用部分省量或将部分省量放

在袖窿中作为松量处理 ∀

新原型前 !后肩斜分别设定 β和 β 立体成型

后符合人体肩部的状态 部分使用或不使用肩省是

将剩余省量移至袖窿作为松量处理 因而不存在前

后肩斜度调整和肩线长度差的问题 ∀应用时前后肩

点的变化是根据衣身的廓型 !加垫肩等工艺需要进

行等量处理 ∀

314  胸省的处理

胸省的设置是适应女子人体胸部突出的需要 ∀

新原型胸省设在袖窿弧线上 大小为
Β


 1β ∀

使用胸省的多少反映的是胸部造型合身 !半合身与

宽松的选择问题 需要与衣身的总体松量 !服装的外

形 !材料以及运动机能的要求一致 ∀应用时一般不

会全部使用 更多的时候使用



省量或




省量 或根

据需要移至需要位置 不使用或剩余省量则直接构

成袖窿松量 ∀

315  袖窿深点

袖窿深点的确定包括横向追加松量和纵向挖深

袖窿 部分内容 ∀新原型的 松量为适体松量 

袖窿深度由人体的臂根高度和服装与腋窝的空隙

部分构成 在合身设计中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随

着松度的增加 向半合身廓型 !宽松廓型转变时 需

要作追加松量和挖深袖窿处理 ∀一般情况下 松量

追加是后稍大于前 加深量约为前后追加



松量总

量 但为了便于手臂的运动 袖窿深点不能设得

太低 ∀

316  腰部松量

新原型腰部松量的大小涉及到背长的修正 单

纯的松量数字 对于腰线断开和腰线不断开情形表

达的含义是不同的 应用时需要明确其概念 ∀

新原型腰部 周的松量是 定义为合身松

量 是针对原型腰线断开状态的 ∀用于腰部不断开

的情形 则应属于紧身型 因为从运动机能和造型上

来讲 腰部合身的松量要大于或等于胸部的松量 是

需要放开腰省的情形 所以腰部不断开的合身状态

实际上是原型的腰部半合身状态 ∀当放开腰省介于

 与箱形纸样之间时 后片腰线会稍有下落 需要

对背长进行修正 ∀换句话说 腰部不断开的情形都

需要对背长进行修正 方法是将原型后片在胸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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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Λ向上  ∗  处折叠减短  ∗   ∀

新原型前后领宽 !领深的相对关系与旧原型相

似 应用时与旧原型基本相同 ∀

4  设计应用

原型应用分腰线断开和不断开 种 一方面是

需要考虑原型省道的转移与分配的问题 另一方面 

腰部松量对于不同情形的含义也是不同的 ∀另外 

从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来讲 在腰线断开的应用中讲

省道的转移与消除更有意义 因为单纯在原型上讲

省道变化不具有款式意义 ∀

图   半合身纸样原型修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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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背长设定为合身背长 新原型的应用中使

用合身 !半合身 !箱型表述 不再是合体表述 意在关

注由此带来背长的变化 同时也说明在胸省 !肩省的

设置与使用上与腰部造型不具有严格的一致性 ∀另

外由于新原型制图中使用的背长是合身背长 绘制

箱型纸样和腰部半合身纸样时背长都需要修正 因

此要以腰部的造型方式分析新原型的使用 ∀

411  腰部半合身纸样

新原型的应用分 步 即原型基本纸样的修正

和应用 ∀腰部半合身纸样是放开腰省介于合身与箱

形纸样之间 放开腰省时后片腰线会稍有下落 需要

对背长进行修正 方法是将原型后片在胸围线 ΒΛ

向上  ∗  处折叠减短  ∗    肩省的



或




作肩省或前后肩线的吃缝处理 剩余的




或




转

移至袖窿成为松量 ∀胸省因留在袖窿 可直接作图 

根据胸部造型选择



!



或全部省量 剩余省量作为

袖窿的松量处理 ∀以半合身无领女春秋装≈为例 

其原型基本纸样的修正见图  结构图见图  ∀

图   无领女春秋装衣身结构图

ƒ  ≥∏∏

412  箱形纸样
箱形纸样属于腰部松量全部放开的情形 需要

对背长进行修正 方法是将原型后片在胸围线 ΒΛ

向上  ∗  处折叠减短  ∗  ∀以翻领女衬

衣≈为例 其结构图见图  原型纸样修正见图  ∀

图   翻领女衬衣衣身结构图

ƒ  ≥∏∏∏

5  结  语

日本文化女装新原型的背长是针对腰部合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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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箱形纸样原型修正图

ƒ  ∞ ¬ ∏

原型的背长 在绘制箱型纸样时 背长一般减少

  ∗   对腰部半合身纸样 背长减少   ∗

   ∀

      

  新原型胸省设在袖窿弧线上 ∀应用时 前后腰

线直接对位 向下延伸 胸省直接使用或构成袖窿松

量 前后肩点的等量变化构成了新原型在合身 !半合

身和宽松廓型结构设计时直接 !方便和容易理解等

特征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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