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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计算翻领松度主要依据实践经验进行设计 一些常见计算翻领松度的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 ∀当领

面 !领座采用一些特定配比值时 用现有一些方法计算易出现误差 ∀通过先计算出领座和翻领的领圈外口线这 

个圆的水平半径 再利用两者半径差得到两者的圆周长之差 根据人体结构情况 经合理分配计算 最终得到翻领

的变动松度 ∀通过比较和测试 所述的计算方法较好地解决了翻领结构设计中易出现的误差 具有更好的科学性 !

准确性和较好的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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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领松度计算是影响翻领结构的重要因素 也

是领子结构设计中的难点 ∀在翻领的领面 !领座采

用一些特殊尺寸配比时 如翻领尺寸配比数值较大

或两者相差较大等 往往需根据差值系数表或自身

积累经验作适当调整 否则就会出现一些误差 ∀在

日常生产和学习中 经验不足者或初学者在制版时

要根据经验或差值系数来调整就难免会存在一定困

难 ∀所以 能否有一种科学 !准确 !易于理解和掌握

的简便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就如何确定翻领

的松度做了研究 得出一套计算方法 ∀

1  翻领松度的原理与计算

翻领松度是影响领子造型及舒适度的关键因

素 翻领松度包括基本松度和变动松度 ∀

111  基本松度的确立

翻领是由领座和领面组成 领座的结构事实上

就是一个立领结构 ∀因此 在探讨翻领松度之前 首

先要了解领子的一个最基本结构 ) ) ) 立领及其构成

原理 ∀

人体的颈部从结构上看呈上细下粗的圆台状立

体结构 ∀立领由上口线 Λ  !下口线 Λ 和高度

α组成 ∀在设计中根据造型要求 可出现 Λ  Λ !

Λ  Λ !Λ  Λ 这 种情况 ∀如把它们按平面形式

展开则领形表现为平直 !上翘 !下弯 种状况 ∀从翻

领结构看出 翻领的领座 !领面两者关系是领面翻贴

在领座上 这就要求领面和领座的结构相反 即领座

上弯 领面下弯 ∀根据这种造型要求 领座上弯和领

面下弯应成正比 这是领座和领面容量达到吻合的

理论依据≈ ∀而事实上 当领子成型后 领座处在内

圈 翻领处在外圈 因面料和衬料的厚度 使内外圈

之间产生一定的长度差 只有适当增加翻领的长度 

才能使领座与领面自然吻合 这就形成了基本松

量≈ ∀它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假设领座高为 α领面

宽为 β 且 α β ∀领子翻折后 内圈为领座 内圈半



径为 ρ∀外圈为领面 外圈半径为 ρ ξ ξ为内外圆

周的半径之差 它是领座和领面的厚度之和 

见图  ∀

图 1  翻领的内外圈状结构

根据圆周长计算公式

得 内圆周长  Πρ外圆周

长  Πρ  ξ 则基本松

度 外圆周长 内圆周长 

Πρ ξ  Πρ Πξ ∀根据

领子制图只制一半的习惯 

基本松度应为 Πξ ∀

上面提到 ξ由领座和领

面厚度之和决定 ∀实验表明

一 般 薄 料 的 厚 度 约 为

1 厚料约为 1  ∀根据基本松度计算公式

可算出 基本松度在  ∗ 1 左右 ∀在实际制图

中 基本松度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在领子的领底线前

Π处剪开 再沿领外口线加入基本松度即可 ∀由于

人体颈部与身体连接处并不是真正成直角形陡然转

折 而是呈柔缓过渡形转折 加上翻领的领圈 !领座

所形成的是一种开口环状结构 开口处也起到了调

节外圈圈长的作用 故基本松度可适用于翻领的领

面与领座差值在 1 ∗  的范围内 当翻领差值

超过这一范围时 领子的外口线就会受到肩部的制

约 为使领子平服于人体的肩部 需要增加变动

松度 ∀

112  变动松度的原理与计算

当翻领的领座与领面的差值越来越大 领面外

口线与领座下口线之间的水平距离越大 领面外口

线所需长度也就越大 领外口线长度的增大值 即为

变动松量 ∀图 显示的是领座高度 α与领面宽

度β二者变化时同肩部的相互关系 ∀

图 2  翻领与肩的结构关系

从图 看出 当翻领的领面宽度不变时 领座的

高度与翻领松度成反比 当翻领松度不变时 领座的

高度与领面宽度成正比 当领座的高度不变时 领面

宽度与翻领松度成正比 ∀从图 和基本松量的求解

方法可知 只要知道翻领的外口线这个圆的水平半

径 便可求出外口线所构成的外圈的周长 再减去领

座所构成的内圈周长 即为变动松量 ∀下面 求出翻

领变动松度的计算公式 ∀

如图 所示 设领座为 α领面为 β 领面与肩

斜线的夹角为 Α领面所构成的圆半径为 ρχ 

图 3  变动松度的计算

ρ ρχ  ξ 那么翻领松

度应为 Πξ ∀已知前后

肩斜的平均斜度为

1β≈
变动松量与

人体肩斜有关 现求 ξ

值 ∀从图  可以得到

领座与肩斜的夹角为直角加上前后肩的平均斜度 

即为 1ββ  1β ∀

因为
β

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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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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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ξ  βΑ  1β

即 ξ  β≈Α  1β  Α# 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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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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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1α

  根据半领围的松度计算公式得翻领松度为 

Π# β

 α


≅ 1 ≅ 1  1α

  而人体肩胸部位是一个扁椭圆体 影响翻领

的变动松量主要集中在肩部 ∀因肩部的宽度约

占 Π胸围的  
≈

所以肩部的变动松度取

值为  左右 而前后胸与颈部因倾斜角度较小而

仅需少量的松量 两者相加 故真正对翻领有影响的

变动松度约占到以颈围为半周为依据而计算出来的

变动松度的 Π 左右 故最终变动松度定为 

Π β

 α

 ≅ 1 ≅ 1  1α ≅ Π 即 为

1 β

 α

 ≅ 1 ≅ 1  1α∀

由于上述公式较冗长 计算不便 为了便于记忆

和计算 对其进行简化处理 把其中的 1和 1

都取近似值 来计算 即得到 β

 α


 1α∀那

么如此改动 对其准确性是否有影响呢 当 α值固

定不变时 β值的宽度到达肩点后 它与肩斜的夹角

便不会再变 β的最大值到肩点约在  以内 

而 α值的高度正常不超过颈高 约在  之内 ∀

这样 即使按 α和 β都取最大值来计算 把它们代入

1 β

 α

#1 ≅ 1  1α得1 代入

β

 α


 1α得1 二者误差为 1 

即整个领外口线周长只相差 1  这种差别完全

可以忽略不计 ∀

113  变动松量在制图中的应用

设 α为  β为   那么根据变动松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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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得 β

 α


 1α 1 ∀具体的应用方

法见图  ∀

单位 

图 4  变动松度的应用

2  松量计算方法的比较与分析

211  常用变动松量的计算及在结构制图中的应用

选取 种常见方法 第 种为  β  α
≈

第 

种为 β  αΠ α  β ≅ 
≈ ∀设 α为  β 为

  则第 种的松量为  ≅      第 种

的松量为  Π   ≅     ∀它们的具体应

用方法见图  ∀

单位 

图 5  种常用方法的变动松度的应用

由图  可以看到  种的应用方法是不同的 ∀

它们在沿虚线切开后 第 种方法以掰开后转动的

固定点为始点 领面与领座的和为半径 作一与之垂

直的直线 在其上以松度量为长度定出一点 该点与

固定点相连 所形成的 条夹角线与领外口线相交 

两点之间即是真正的领子变动松度 第 种方法是

从固定点向虚线的延长线方向取  为半径转

动 沿掰开方向取计算出的松度量为弧长 所形成的

条夹角线与领外口线之间的长度即为该方法的真

正领子变动松度 ∀而该方法的转动半径长度为领座

与领面之和 转动弧长即为领外口线的实际变动松

度 相对较直接明了 ∀

212  几种常用方法的松度比较

采用不同计算方法和不同尺寸配比 变动松量

会有些什么区别呢 为此 在对翻领的领面和领座

采取了一些常用和不常用的数据 并逐步拉大它们

的差值范围 以便全面检测它们在各种情况下的松

度变化情况 ∀
表 1  检验数据对比表 

领座 !领面值

变动松量

计算方法

β  α  β  αΠβ  α ≅  β  α   α

α   β     1

α   β      

α   β      

α   β      

α   β      

α   β       

α   β       

  从图 和表 可以发现 前 种计算方法得出

的变动松量在制图应用中方法有所不同 可按照表

提供的数据和图 提供的方法进行制图 ∀从图 

可发现 尽管三者的松量表面数据相差较大 但

在实际使用和测量中可发现三者领底线倒伏度情况

为 当领面 !领座差值较小时 三者的松度相差不大 

β  α的松量值最大  β  αΠ α  β ≅ 的松

量值最小 而 β

 α


 1α则介于二者中间 当

领面 !领座差值较大时 则 β  α与β  αΠ α 

β ≅  的松度差值相对要大一些 而 β

 α




1α则还是介于二者中间 只是松度要更接近

β  α 二者松度基本相同 ∀由此可见 通过

β

 α


  α这种方法计算出的翻领松度与另

外 种计算方法相比 它的松度总体表现为一种中

性状态 ∀再用 种方法来制作领子 从所制领子情

况来看 以  β  α来确立松量的领子 领面翻折

后 领面与领座空隙量相对要大些 领子显得轻松自

然 以β  αΠα  β ≅ 来确立松量的领子则领

面较贴紧领座 领面翻折相对显得较紧 翻折线固

定 领面外观相对较平伏 ∀而本文所述方法则是领

面翻贴在领座时外观显得轻松伏贴 领翻折线稳定 

领子造型较平伏 显得流畅而美观 ∀

单位 

图 6  翻领尺寸与变动松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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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常见方法存在问题的分析

先设定几组数据 设  α    β    α

  β    α    β   接下来分别

用上述 组数据画出 α !β与肩的状态关系 见图 

 ∀

从 组翻领尺寸的实际变化关系上可以看到 

随着领外口线越来越远离侧颈点 变动松量在不断

增加 ∀而再看用以下 种松度计算方法得出的松度

变化情况为  β  α的 组翻领尺寸的松度变化

都为  β  αΠα  β ≅ 的 组尺寸的松度

则分别为  ! !1  ∀从上面情况可以看出 β 

α的松量没有变化 与 组翻领尺寸的实际变化情

况不符 ∀而β  αΠ α  β ≅ 则出现了松量变

小的情况 与实际变化情况完全相反 ∀

从实际情况可以看出 两者在翻领采用某些尺

寸配比情况下确立的变动松量是值得商榷的 甚至

会有较大误差出现 ∀当然 在做成成衣后 因为翻领

所形成的环状结构是一个开口环状结构 加上面料

本身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能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或缓解松度问题在领子外观上的体现 ∀而

β

 α


 1α则分别为 1 !1 !  与领子的

实际变化情况相吻合 完全避免了上述问题的出现 ∀

3  结  语

数据分析比较和实践检验证明 通过计算翻

领外口线长度而求出变动松度的方法所确立的理论

依据严谨充分 计算方法科学准确 比现有常见方法

具有更好的科学性 !准确性和实用性 ∀

该方法能避免当前一些常见方法中翻领的领

面领座值在采用一些特定的尺寸配比情况时 容易

出现的翻领松度过小的问题 尤其便于实践经验不

足者和初学者在制版时所理解和掌握 ∀

该法本身也存在一定不足 即计算公式中存

在根号 口算不太方便 需借助计算器 ∀当然这点微

小不便在操作应用时并不受影响 毕竟具有更好的

科学性 !准确性 !操作性才是在技术上追求的最终目

标 该方法在生产中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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