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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折领翘势的变化

魏静
温州大学 国际服装学院 浙江 温州  

摘  要  通过样板实验及获取的数据 分析了翻折领翘势与领外口线 !翘势与领座宽的定量关系 对更好地把握翻

折领造型的内在规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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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折领亦称翻领或企领 是关闭式领型中结构

最活跃 !变化最丰富 !应用最广泛的领型之一 因具

有端庄 !自然 !典雅的风格倍受人们的喜爱 且适合

于各种季节与内外衣选用 ∀掌握好翻折领的内在联

系及其变化规律 关键要解决翘势大小如何变化的

问题 ∀

1  翻折领翘势及产生

  翘势是服装结构设计的专业术语 系指离开某

一基础线的距离 如裤子后翘 !底摆起翘 !衣领翘势

等等 是为了达到符合人体不同部位形状而采用的

加长或缩短曲线的一种手法 ∀翻折领翘势是指领座

离开基础线的距离 见图  ∀从翻折领的结构图来

看 翘势与衣领没有多大联系 是游离在衣领以外的

一个矢量 其实不然 它对任何领型都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

图 1  翻折领的翘势

  翻折领的基本型可视为长方形 长边为前后领

口弧线之和或 Π领围尺寸 短边为衣领的宽度 ∀

这种结构在衣领翻折时领前闭合 领座宽会占整

个领宽的 Π 翻折领外口线因处在最外围易被拉

紧 使之遮盖不住后装领线 并给人不整齐 !不舒服

之感 ∀为使衣领顺利地翻下来 既不改变领下口线

的长度 又能加长领外口线 一般采用剪放法 见

图  ∀

图 2  翘势的形成

沿后领弧长 Ο点处剪开 形成了 Α!Β 个小的

矩形剪开位置可任意选取 再以 Ο点为圆心 旋

转图形 Β 这时衣领的外口线 !下口线同时向下弯

曲≈
曲率变大 ∀ ΧΧχ则为领外口线的增量 翘势也

由零加大 Εχ点到基础线的距离为翘势 ∀人体颈

部所处部位呈双曲面形 并呈上细下粗不规则的圆

柱体 且向前倾斜 β ∗ β 为了符合这一特点 使



衣领舒适美观 翘势自然就产生了 它是由颈部形状

与领型所决定的 ∀

2  翻折领翘势与领外口线的关系

  从翘势的产生中得知 翻折领翘势与领外口长

度是互相联系 !互为存在的 二者在数量上的规律可

通过样板实验加以说明 见图  ∀

图 3  翘势与领外口线的样板实验

以  ! ! 的领宽为例 选择翘势的大小如

翘势为  ! !, , 然后以 Ο点为圆心 转动矩形

Β 使其分别交于翘势为  ! ! , ,的直线上≈ ∀

分别量取图形 Α!Β间对应点分开的数据 得出翘势

与领外口线增量的数量关系 见表  ∀
表 1  翘势与领外口线增量参照表 

翘势
领外口线增量

 领宽  领宽  领宽

      

      

      

      

      

      

      

      

      

      

      

  根据表 实验数据 应用两点式直线方程 推导

出翘势ξ与领外口线增量ψ之间的函数关系 

ψ  ≈    κ  ξ

式中     κ 为直线族的斜率 κ为领宽 ∀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二者的变化趋势 可用坐标的形

式表示 见图  ∀当翘势在  以内一般为翻折领

常用的领宽 该函数为线性关系 超过  则为非

线性关系 此公式不再适用 ∀就是说只要给出一个

领宽 就会有翘势与领外口线的一个对应关系 其中

一个量给定 另一个量就可以确定 ∀例如 设领宽 κ

  翘势 ξ  1 则领外口增量 ψ  ≈1 

1   ≅ 1  1  ∀这样翘势与领外口

线的增量确定了一种定量关系 ∀

翘势Π

图 4  翘势与领外口线增量的数量关系

总之 无论领宽的大小如何 随着翘势的递增 

领外口线的增量也逐渐加大 且外口线的增量随着

领宽的加宽变大 如  领宽 翘势为  时 领

外口线的增量 1 而当翘势为  时 领外

口线的增量达 1  ∀当领外口线的长度大于对

应颈部或背部的曲线时 则由量变到质变 成为另

外一种领型了荷叶边 !波浪边领等 ∀由此看来 翘

势大小对领型至关重要 它可以控制领外口线的长

度 翘势越大领外口线的长度越长 二者成正比例的

关系 ∀

3  翻折领翘势与领座宽的关系

  在弄清楚了翘势与领外口线增量的关系后 还

需考虑另外一个因素 即领座宽 它会随着领外口线

的增加而变小 直至为  ∀领外口线到底需要多长

才能既满足领座宽度不变 又能使翻折领外口线松

紧适宜呢 采取先确定领座宽 再测得领外口线的

实际长度 最后找出领外口线的增量与翘势的数值

关系的方法 见图  ∀

图 5  外口线增量与领座的关系

具体步骤为 沿后中心线向上量取领座宽度 

再向下量取翻领的宽度 沿前后颈肩点量取领座

宽  1 再向肩线量取翻领宽 在前中心点确

定领角线的位置按衣领制图时确定的倾斜角度 Α

=  > 纺织学报 年  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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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