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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圆弧在服装纸样设计中的应用

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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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服装纸样设计中 寻找一曲线来连接两给定端点且满足两端点的切线方向 即构造曲线与两控制边相

切时 使用双圆弧来连接 ∀该方法设计简单 且可以修改切点位置更改曲线形状 增加了纸样设计的多样性 丰富

了服装设计的款式和式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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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装 ≤⁄纸样设计过程中 通常先根据尺寸

要求确定控制点 再根据控制点用直线段绘制样片

的大体轮廓 即绘制多边形 然后在多边形内用直线

和曲线绘制封闭的图形 ∀由于样片的形状不规则 

即构成样片的曲线比较复杂 为了使曲线光滑 !丰

满 !有弹性 经常会遇到曲线与控制边相切的问题 

通常使用单圆弧来构造≈ ∗  ∀但事实上连接两给定

端点且满足相应的切线方向 使用一个圆弧段是无

法得到的 必须附加一些条件 ∀如图 所示 寻找曲

线与 ΑΒ ΒΧ相切 必须限定条件如切点 Β Β 满

足 ΒΒ  ΒΒ 时 过点 Β 作 ΑΒ的垂线 再过点 Β

作 ΒΧ的垂线并交另一垂线于 Θ点 最后以点 Θ为

圆心 Β Θ或 Β Θ为半径得到满足条件的圆弧 ∀也

可使用 样条曲线或分段多项式曲线来构造 但都

涉及求解大型非线性方程组问题 不适用 ∀

由于圆弧是最基本 !最简单的曲线 也是服装纸

样设计中的常用曲线 因此可使用双圆弧来构造通

过两任意给定端点且满足相应的切线方向 即构造

双圆弧与两控制边相切 ∀在具体设计过程中 还可

根据需要改变切点位置修改曲线形状 增加服装

≤⁄设计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

图 1  单圆弧连接

1  构造双圆弧

  通过两给定端点并且满足两端点处相应的切线

方向 可以建立数学模型来寻找双圆弧 ∀分两种情

况考虑 具体的求解方法如下 ∀

1 .1  两切线方向一致

当弧线连接两端点 ΑΒ 其切线 τΑ τΒ 方向一

致时即同为顺时针或同为逆时针 如图 所示 ∀

假设 Α为 τΑ与向量 ΑΒ之间的夹角 Β为 τΑ 与 τΒ 之

间的夹角 ΧΒ Χ为两圆弧所对应的圆心角 ρ ρ

为两圆弧的半径 Ο Ο 为相应圆弧的圆心 ΑΒ的

长度记为Β  Α∀显然 ΑΒΒ  Α已知 Χ角度



不唯一 文献≈指出 为了使两圆弧的曲率半径之

差达到最小 可设 Χ Α ΒΠ ∀

图 2  双圆弧切线方向一致

  假设 τΑ平行于坐标系 ξ轴并指向正方向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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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得关于 ρ ρ 的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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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具体的寻找两圆弧方法如下 首先由 ρ 

ρ 可计算出向量 ΑΧ和 ΧΒ的值 两圆弧交点 Χ的

位置可以求出 然后作 ΑΧ的垂直平分线 在该线上

取点 Ο 使得 Ο Α ρ 同样由 ΧΒ的垂直平分线 

在该线上取点 Ο 使得 Ο Β  ρ 这样得到相应的

圆心 !半径和交点 从而找到两圆弧 ∀

1 .2  两切线方向不一致

切线方向不一致时的双圆弧如图 所示 也可

用类似的方法找到两圆弧 ∀此时 向量 ΑΧ表示为

ρ
Χ

  Χ
向量 ΧΒ表示为

ρ
Χ Χ Β

Χ Β  Χ
∀

图 3  双圆弧切线方向不一致

  类似地 可得到线性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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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如何寻找两圆弧 这里略 ∀

2  应用实例

  在服装纸样设计中 可使用上面的双圆弧方法

来构造弧线段 ∀图 为袖窿弧线的设计≈ ∀通常先

根据尺寸要素确定控制多边形 再用单圆弧或二次

均匀样条曲线来拟合 ∀若使用单圆弧设计 两切点

到两控制边交点的距离需相等 若使用二次均匀 

样条曲线 曲线与多边形相切的位置总是在每条边

的中点 ∀当使用双圆弧来设计 则可以在每条边上

选取不同位置作为切点 切点与切点之间用双圆弧

来拟合 ∀设计者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改 个连接点在

控制边上的位置 可使袖子保持饱满合体 穿着舒

适 加大手臂活动范围使手臂活动更加自如 ∀

图 4  袖窿弧线设计

图 是袖山弧线设计的一个例子 ∀通常使用参

数样条曲线来拟合 其缺点为必须解大型方程组来

实现 计算量大 且曲线形状不易修改 ∀若使用双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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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测量获得 并量取前领宽 连接前后

领外口线后 则可以将其长度准确地测量出来 在

衣领上放出前后领外口线的增量 则对应的翘势会

自然确定 ∀

  用上述方法 以1 !1 !1 领座宽为例 分

别把  ∗  领宽所对应图形分别做出来前后领

口弧长为   并测量出实验数据 见表  ∀从中

不但验证了领座越宽翘势越小 !领座越窄翘势越大 

两者成反比例关系的结论 同时也得出了领座宽与

翘势的量变关系 当领座宽为 1 时 翘势在1

∗  之间 变化幅度最大 当领座宽为1 时 

翘势在 1 ∗ 1 之间 变化幅度减缓 当领座宽

为1 时 翘势在1 ∗ 1  变化最小 ∀
表 2  领座宽与翘势对应表 

领座宽 领宽 前后领外口线长 领外口线增量 翘势

        

        

        

        

        

        

        

        

        

        

        

        

4  影响翘势变化的其它因素

  以上是在标准体型 !正常状态下所得出的实验

数据及其分析 在翘势应用时 还要考虑其它因素的

影响 如面料的厚度 !伸缩性及人体肩斜度变化等 ∀

当面料的厚度增加时 衣领的厚度也随之增加 

领外口线的长度相应拉长 导致翘势的适当加大 ∀

当面料的伸缩性较强或弹性较好时 由于面料

本身的易伸展性 可使翘势略为减小 ∀

另外 对于肩斜度小的平肩体型正常体前后衣

片肩线斜度平均 β 其肩背部曲面变大 导致相应

曲线拉长 使翘势适当加大 ∀同理对于溜肩体型 因

背部曲面变小 要使翘势适当减少 ∀

5  结  论

  通过样板实验及分析得出 翻折领翘势的大小

不但影响到领外口线长度的改变二者成正比 同

时也制约着领座宽度的变化二者成反比 它对翻

折领整体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理解并

把握其内部结构关系及变化规律 才能使翻折领的

结构更合理 !技术更优化 !设计更完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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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来设计 只需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计算量小 且可

以改变切点位置 调整曲线形状 ∀

图 5  袖山弧线设计

3  结束语

  构造曲线段要求通过两端点且满足相应的切线

方向 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中也称为 Γ
 连续 ∀在服

  

装外形设计中 满足 Γ
 连续即可达到一定的光滑

连接 起到美观的效果 使用双圆弧作为曲线连接 

设计简单 并且能够改变切点修改弧线形状 使服装

纸样设计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 有着广泛的应用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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