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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女性体型特征及其服装样板设计

陈明艳
温州大学 国际服装学院 浙江 温州  

摘  要  通过对成年女性形体特征的变化规律及其差异的分析 确立成年女性相应的服装号型规格数 ∀同时 对

已婚 !中老年妇女的服装样板进行了设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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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服装的生产日趋细分化 生产品牌服装的

企业应根据自身服装品牌定位 锁定消费群体进行

设计 !生产和销售 ∀就成年女性服装而言 服装品牌

定位按消费群体年龄段划分为  ∗ 岁的女青年 !

 ∗ 岁已婚妇女 ! ∗ 岁中年妇女和 岁以

上的老年妇女 ∀不同年龄段的成年女性 其形体特

征及其喜好都存在差异 特别是体胖或中老年妇女 

试穿上衣时 常感到上衣的肩 !胸部适体而腹部紧

绷 腹围量不够或臂根部紧绷 腋下勒紧 试穿裤子

时 臀围合体而腰围量不够 直裆偏浅 吊裆等不适

体的问题 ∀然而 多数服装企业并没有意识到消费

群体的体型特征的差异及其相应的规格尺寸的不

同 盲目地按照国家标准号型展开服装样板设计和

生产 从而导致产品过剩 影响厂商的经济效益 此

外 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的女性体型也存在差异 如

北方人粗壮结实 !南方人纤细小巧 ∀这就要求服装

企业样板师必须了解顾客群的形体特征 根据顾客

群的需求 灵活地调整服装号与型的搭配 选定相应

的服装号型 设定系列规格量值而展开样板设计和

生产 生产消费者满意的服装 从而扩大服装的购买

量 减少服装的积压与库存现象 ∀

如何让服装企业在设置尽可能少的服装规格系

列的同时提高服装体型覆盖面 尽可能多地让中老

年消费群体根据自己的体型选购到合体的服装 是

服装科技工作者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本文对女性

形体特征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 为确立成年女性相

应的服装号型规格数和样板设计提供参考 ∀

1  成年女性形体特征变化规律及其差异

  随机抽查测量几所大学各年级段的学生 !学校

机关单位的已婚妇女和老年大学的退休妇女 归纳

分析后发现成年女性不同年龄段的体型有着明显的

特征差异 ∀

图  !是  ∗ 岁女青年体型特征 ∀此年龄

段往往是发育成熟的未婚成年女性 大多数趋向苗

条纤细的普通标准型 与国家标准号型的 ≠ !型的

规格系列基本相符 ∀统计数据表明 身高集中在

 ∗  范围内 胸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腰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臀围在  ∗

  ! ∗   ! ∗   ! ∗  范围内 约

占样本总量的 1  ∀

  图  !是  ∗ 岁已婚妇女体型特征 ∀此年



图 1  女青年    图 2  女青年躯干体水平截面重合图

体型侧面图

龄段往往是已生育的成年女性 由于女性生育使其

三围均增大 即胸 !背部增厚 腰围增大 胯臀增宽 

开始略有小腹 趋向丰满型 与国家标准号型的  !

型的规格系列基本相符 ∀统计数据表明 身高集中

在  ∗   范围内 胸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腰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臀

围在  ∗   ! ∗   ! ∗   ! ∗  范

围内 约占样本总量的   ∀

图 3  已婚妇女    图 4  已婚妇女躯干体水平截面重合图

体型侧面图

  图  !是  ∗ 岁中年妇女体型特征 ∀此年

龄段成年女性脂肪因子累积率开始高于乳房因子累

积率 乳房开始下垂略缩 背部增厚 腹凸明显 上身

明显呈后仰状态 臀腰差不明显 颈围 !臂围 !腿围也

明显变粗 趋向胖体型 与国家标准号型规格系列略

有不符 ∀统计数据表明 身高集中在  ∗  范

围内 胸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腰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腹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臀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胖

体约占样本总量的    体型保持较好  体

型趋向老年妇女 ∀

  图  !是 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体型特征 ∀此

年龄段成年女性可谓大腹体型 由于腹部脂肪囤积 

腹部明显向前凸起 呈圆形隆起状 甚至腹凸大于胸

凸 乳房下垂 腰部特征不明显 上身后仰 而背部曲

图 5  中年妇女    图 6  中年妇女躯干体水平截面重合图

体型侧面图

度增加 略带弯背体型特征 腹凸体型与国家标准号

型规格系列不符 ∀统计数据表明 身高集中在 

∗  范围内 胸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腰围在  ∗   ! ∗

  ! ∗   ! ∗  范围内 腹围与臀围相

近 在  ∗   ! ∗   ! ∗   ! ∗  

范围内 大腹体约占样本总量的 1  ∀

图 7  老年妇女    图 8  老年妇女躯干体水平截面重合图

体型侧面图

2  成年女性服装号型规格

  为进一步直观地了解各年龄段的形体变化情

况 现将抽查测量所得数据归纳分析 见表  ∀

3  成年女性样板设计分析

  从表 数据可见 成年女性的形体特征随着年

龄 !生理的变化而变化 其各主要控制部位的数据也

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 如胸围以  ∗ 岁的已生育

妇女为大 此乃生育后妇女雌激素旺盛的生理因素 ∀

而随年龄增长 由于中老年妇女脂肪因子累积 使腰

围 !腹围不断增大 而臀围 !臂围 !腿围也随年龄增长

而适当增加 但 岁以上妇女又开始老化 肌肉萎

缩 !各围度缩小 背凸明显 ∀所以 成年女性的形体

变化会极大地影响服装样板设计 尤其中老年妇女 

不同于正常体型的样板设计 ∀

3 .1  上  衣

    已婚妇女的上衣样板设计分析  已婚妇女

由于女性生育使其围度均增大 而身高 !体态基本不

变 趋向丰满型 所以定位在本年龄段的品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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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样板设计区别于未婚女性的样板设计 主要是各

围度 !宽度和厚度适当增量 而长度量值不变 整个

板型显得宽大一些 ∀以合体服装为例 相比之下 胸

围增量   !腰围增量   !臀围增量  ∗  颈

围 !臂围和腿围也适当增量 1 ∗  胸宽 !背宽也

增量 1 ∗   袖窿门 !腹臀宽也增量 1 ∗  ∀
表 1  成年女性号型与各控制部位参考表 

年龄
上衣 裤子

上衣号型 颈围 胸围 胸宽 背宽 臂围 乳下度 前腰节长 后腰节长 裤子号型 腰围 腹围 臀围 腿围

Π          Π   

 ∗ 岁
Π         Π    

Π          Π   

Π         Π    

Π            Π    

 ∗ 岁
Π            Π   

Π            Π    

Π            Π   

Π           Π     

 ∗ 岁
Π           Π    

Π           Π     

Π           Π    

Π           Π    

岁以上
Π           Π     

Π           Π    

Π           Π     

    中老年妇女的服装样板设计分析  文献≈

对中老年妇女上衣纸样进行了设计分析 ∀鉴于中老

年妇女腹凸的特点 要求服装既要满足腹围要求及

衣长下摆的前后一致性 又要避免因腹部凸起而产

生门襟向前翘或重叠现象 影响门襟自然下垂的整

体效果 同时 要使上衣符合腹凸体向后仰趋势 达

到前身适体饱满 !后身抱体的外观特征 ∀因此 在腹

凸体上衣纸样设计中 应考虑以下几点 ∀

保证前后衣片的平衡性和下摆衣长的一致

性 ∀首先以前后腰线保持水平条件 腰线以上 由于

中老年女性后背部弯曲 前胸部乳房下垂 使前长与

后长差值减小 则后衣片腰节长比正常体服装要加

长 加长量依据背厚 !背凸的程度而定一般为 1

∗ 1  其次乳下度尺寸也比青年女性有较大增

长 再之 腰线以下 中老年女性的前下摆长与后下

摆长差值增加 即前衣片下摆长比正常体服装要加

长 加长量依据腹凸程度而定 ∀

 满足腹凸 !腹围要求 使门襟自然下垂 ∀传

统上衣纸样设计均以胸围加  松量即背凸量

为基础 各部位的宽度均以胸围的一定比例数而定 ∀

而对腹凸体而言 一般服装的修正方法可在此基础

上进行剪展方法增加腹部凸起量 而不改变前门襟

处的纱线状态 ∀合体上衣纸样设计如图 所示 以

躯干体的外包围量即最大的腹围或臀围加背凸量

为围度标准 这样使胸围 !腰围比实体要大得多 除

留适当的松量以外 其超出的部分分别在腋下部位

回收为腹凸省 在后腰中心 !后侧下部收取背凸省

量 前胸部收取腰省量 如此处理能保持合体服装面

料的通直顺畅 从而也适应了腹凸体上身向后倾仰

的特殊状态 ∀

单位 

图 9  中老年妇女合体上衣纸样设计

   各部位腰省收量差异分析 ∀由躯干体水平

截面重合图图  ! ! !可见 中老年女性比青年

女性的胸腰差 !臀腰差小 因此 中老年女性各部位

腰省收量少 ∀另外 从着装心理角度分析 中老年女

性要求服装造型含蓄 也要求各部位腰省收量少 ∀

再从形体特征看 各部位腰省收量大小分布不同 一

般青年女性腰省收量最大是腰省 !侧缝省 其次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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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最小是后中心腰省 而中老年女性腰省收量最大

是腋下腹凸省与背凸省 其次是侧缝省 最小是后中

心腰省与前腰省 ∀

此外 中老年女性发胖后 相应的臂围增大 !胸

背增厚 中老年女性的上衣纸样设计与青年女性相

比 胸宽要适当加宽 1 ∗ 1 背宽要加宽  ∗

  袖窿深要加深  ∗   袖窿门 !袖肥要加大

 ∗  ∀

3 .2  裤  子

传统裤子纸样设计以臀围加松量为标准 而对

腹凸体中老年妇女而言 裤子纸样的修正方法如图

所示 ∀在前裤片的挺缝线处 从腰线剪展到中裆

线 中间增加腹部凸起量 也因腹凸 !腹臀宽增大 中

老年女性比青年女性的直裆相对要加长  ∗  且

前中腰线不用下落量 另大小裆宽适当加大   ∗

  但小裆弯略浅 ∀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通过分析成年女性不同年龄段的形

体特征与纸样设计的关系 指出服装企业要根据自

身服装品牌定位 研究其消费群的形体特征 从而展

开相应的纸样设计 特别是定位在中老年女性的品

牌服装企业 要重视腹凸体的纸样设计研究 ∀

单位 

图 10  中老年妇女裤子纸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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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举办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ΧΣΧΤ专家论证会

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专家论证会于 年 月 日在北京召开 这标志

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
作为 年纺织工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的建立工作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在 月 日全球纺织经济论坛上 家纺织服装

企业和机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倡仪 ∀这次专家论证会就是在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举行的 ∀

专家们在会议上各抒己见 对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客观地分析了 ≤≥≤×的相关内容 

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 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具有首创性 

是国内第一个行业自律性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它是企业主动应对新的国际贸易形势的表现 具有高

度的战略意义 ≤≥≤×可以帮助企业自卫 !自律 !自查 !自纠 有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 专

家们指出 ≤≥≤×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也符合国际惯例 ∀同时 专家们提出了在 ≤≥≤×推

广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及如何得到企业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专家们也对 ≤≥≤×文件提出

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
论证会上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对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建立工

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他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是劳动者权益的有力保障 符合/以人为本0和/科学发
展观0的要求 同时也是行业成熟和产业提升的重要表现 各行业分会都必须将这一工作作为重点工

作 ∀他强调 ≤≥≤×的建设工作要多方听取专家意见 以确保其权威性和准确性 并与国际标准接

轨 ∀在落实工作中要遵循严密 !精练的原则 要在行业内进行试点 进行推广 !培训和审核 逐步规范和

完善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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