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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面向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 !基于网络的集成信

息系统结构 讨论了集成中涉及的主要业务过程以及相关的共享数据和信息 重点阐述了实现量体定制服装规模

化生产中的关键技术及基于规则的知识库技术和服装版型自动转换变型设计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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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业已经实现了从手工剪裁到大批量生产方

式的转变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消

费者对服装从大小 !款式 !用料 !色彩 !配件等多方面

都提出了个性化的要求 同时希望服装的价格和质

量与大批量生产的服装相差不大 ∀如何快速将个性

化定制的服装交给客户并降低成本 即服装规模化

定制已成为服装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服

装定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尺寸的定制 即量体定

制 ∀企业在面对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时通常会

遇到如下问题 信息集成问题 即如何将客户量体

定制的订单和服装价值链中的相关环节的数据和信

息进行集成 以实现对客户订单的快速响应 快速

服装变型设计 即根据客户体形数据以及其它的

相关数据 快速形成 ≤⁄Π≤ 数据 进行服装裁

剪 有效分类汇总问题 即如何快速有效地将价值

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分类汇总 便

于规模化生产 体形数据获取问题 即如何准确的

获取客户的体形数据 使最终交给客户的服装是合

体的 ∀信息集成涉及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价值

链中信息系统的架构及快速服装变形设计和分类

汇总 这是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 而体形数据的准

确与否决定服装是否合身 ∀

体形数据获取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讨论≈
本

文重点分析前 个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法 并介绍了

在实际应用中的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系统 ∀

1  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信息系统

  在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的业务中 要经历

客户订单获取 !面料采购 !服装设计 !剪裁 !流水化加

工直至分销把产品交给客户等一系列过程 ∀在这一

过程中 既涉及服装设计等技术环节 也涉及分销等

商流 !物流环节 要快速准确地完成这些环节 必须

集成在这些环节中使用的应用系统 ∀企业应用集成

∞ ∞
≈技术为各个

系统的集成提供了可能 见图  ∀

图 展示了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的主要业

务过程及其共享的数据和信息 ∀通过集成数据和信

息 可以有效地避免在业务处理过程中的/抛过墙0



图 1  面向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的集成信息系统结构

图 2  主要业务过程及其过程间的主要共享数据和信息

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客户订单的反应能力 ∀

2  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

211  基于规则的知识库技术

在接到客户订单之后 要进行一系列的活动 

对来自不同客户的数据进行分类汇总 以便进行规

模化采购 !开裁和加工 把款式和体形数据进行服

装版型转换 以便进行服装计算机辅助开裁 根据

订单中的相关数据形成生产加工的工艺要求等 ∀这

些活动都是借助相关专业人员的专业和经验知识完

成的 ∀为实现规模化快速生产 必须把这些知识存

贮在知识库 以便于重用 实现相关过程的智能化 ∀

这些活动涉及的服装专业知识具有如下特点 

给定初始状态 通过推理可确定结果状态 在知

识的推理过程中 要求严格精确匹配 在涉及的规

则或知识中 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很强 在处

理的过程中 涉及的规则或知识量有限 ∀

具有这些特点的知识可以方便地应用基于规则

的知识表示方法≈进行描述 可表示为/ ƒ ,×∞0

形式 见图  ∀在规则的建立过程中通过使用变量

来减少规则的数量 并提高规则知识库的可管理性 

这时的一般规则形式为 ƒ 所有 ÷ ƒ 条件÷

×∞结论 ∀如 ƒ 胸围 ƒ胸围   ×∞放宽

胸围   ∀

初始状态数据库

事实
应用系统逻辑推理

结论

结果状态数据库 基于规划的知识库

图 3  知识库与应用系统的关系

212  服装版型转换技术

从体形数据向服装版型的转换是实现服装规模

化和快速化生产的关键技术 ∀在版型自动转换过程

中 智能推理通常涉及 个主要过程 ∀母版选择 

母版是设计师对服装设计风格的集中体现 如体现

为飘逸 !严肃等多种风格 同时母版也是客户对某种

服装样式的一种感性认识 ∀选择合适的母版是服装

能否满足客户对这种服装风格认同的重要因素 ∀正

是设计风格的这种不确定性 目前采用/款式0 !/类

别0等多个因子进行表达 ∀放码 在母版的基础

上 根据客户的主要体形数据如胸围 !肩宽等进行

尺寸的缩放 以初步适合客户的体形 ∀局部变更 

针对客户的某些特殊尺寸或特殊要求 对局部尺寸

进行一定的变更 使服装合体 ∀如客户手臂稍长 袖

子需适当加长 ∀

为实现服装版型的自动转换 可采用基于规则

的知识库技术 ∀对于上述 个过程 存在着明确的

先后关系 所以对每个过程建立相关的规则 同时建

立这些规则的关系网络如图 所示 ∀规则关系网

络可用元规则表示 如 

ƒ 规则 1  ×∞规则 11   规则

11 ∀

图 4  服装版型转换规则关系网络

3  应用实践

某大型服装公司根据客户对服装个性化要求的

不断提高 开展了西服的量体定制业务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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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着手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系统的开发 并于

年投入使用 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该系统主要

开发思路及特点为 系统的开发是基于网络架构

的 支持分销网点与公司总部之间多种数据传输方

式 支持与其它应用系统的集成 以系统集成的观

点为指导 有效地与公司原有的应用系统 如采购系

统 !≤⁄Π≤ 系统 !分销管理系统集成 避免了信息

孤岛现象的出现 客户体形数据的获取采用日本

≤∏ × ≤株式会社开发的一套特定的量体

夹具 营业员根据确定的标准部位 !量体程序 用量

体夹具获取尺寸 然后将相关数据通过网络传回公

司总部 多处使用基于规则的知识库技术 如实现

订单数据到加工工艺要求的转换 !面料采购数据的

自动分类汇总等 ∀在实现体形数据到版型的自动转

换方面 借鉴日本 ≤∏ × ≤株式会社的经

验 建立了 多条版型转换规则 目前  以上订

单的版型转换已经不需人工干预 而对于体型特殊

的客户系统发出警告和提示 在人工辅助之下加以

完成 ∀

4  结  论

本文分析了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的主要问

题和具体实施方案 ∀对于量体定制服装规模化生产

的研究和应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根据实际情况 

还需进一步完成以下主要任务 ∀

在信息集成的深度和广度上需要进一步深

入 从目前的以数据和信息集成为主逐渐向业务过

程集成为主发展 在广度上进一步与面料供应商进

行集成 

进一步完善和扩充基于规则的知识库 使智

能技术在更大范围中得到应用 使版型转换的正确

率进一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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