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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与手工人体测量的优势及其发展 重点从理论上分析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

测的技术方法 并提出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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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 服装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以至很多西方服装零售商预测/大量生产或

自由码将不再出现 甚至大 !中 !小码也跟着消失0 ∀

新的购物方式将是通过在家看互动电视或浏览互联

网来选择服装款式 利用电脑或电话传送体型资料 

直接向零售商订购 ∀间接购物的穿着合身问题 将

使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技术在未来的购物模式中

得到应用 ∀

1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的优势

传统手工人体测量工具是软尺 对人体测量进

行接触测量 可直接得到人体各部位横向 !纵向 !斜

向 !围度等的测量数值 ∀测量方法简单 !直观 长期

应用于服装工业 ∀当今世界比较认可的手工测量工

具是马丁测量仪 对人体基准点 !基准线进行测量 

可测得标定点间的体表长 !投影距离 !周长 !角度等 

它测量准确 但相对复杂 多用于服装研究 ∀无论传

统手工人体测量还是马丁法法都必须设定

基准点 ∀基准点设定的准确程度受被测者姿态 !身

体状况 测试者经验 !技巧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由于

人体外型结构复杂 因此增加了特征数据获得的

难度 ∀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技术以现代光学为基

础 融影像学 !计算机图形学 !统计学等技术于一体 

通过被测者周围的测试输入头 在瞬间完成周身测

试 速度快 ∀非接触式可避免被测者感到窘迫 尤其

适合人体一接触就产生变形的特性 误差小 数据由

计算机处理 精度高 ∀

日本 多年前就成立了人体科学研究所 每年

测量  名以上的女体数据 测量部位达  

处 现在已经拥有超过 份资料 总结出体型和

肤质的变化规律 ∀由于我国地广人多 体型差异大 

测量起来耗时耗力 ∀因此人体计测一直未能顺利开

展 限制了在服装工业上的应用 导致运动舒适性 !

生理舒适性 !装饰性与结构设计之间的矛盾激化 使

中国服装工业发展较慢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技

术的出现使在全国范围内人体计测成为可能 将打

破服装研究的地域性 便于统一服装号型标准 ∀

2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的方法

服装业发达的国家从 世纪 年代就着手研

究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方法 ∀我国少数服装院校

也投入到这项研究中 ∀总体来讲非接触式三维人体

计测方法主要有摄像法 !扫描法和光栅法 ∀



211  摄像法

摄像法出现得相对较早 经历了从二维到三维

的过渡 ∀

11  二维摄像法  二维摄像法是将人体运动的

瞬间动作拍摄下来 对照片进行测量分析 ∀这种方

法受投影长度限制和相差影响 拍摄距离一般超过

  故多按 Π缩尺拍摄轮廓 ∀

11  三维摄像法  国内较成型的三维摄像法运

用的是计算机视觉中的双目成像原理模拟人的双

目系统测景深 见图  ∀利用 ≤≤⁄摄像机可以获得

一个三维人体的二维图像 即实际空间坐标和摄像

机像平面坐标系之间的二维图像 提取出能完整描

述人体的特征参数 综合出人体特征线纵向如侧缝

线 横向如胸线 斜向如领围线的三维坐标≈ ∀

图 1  双目成像原理示意图

国外较著名的三维摄像法 如图 是英国

∏∏大学的研究成果 ∀当一个人站立不动

时 电视摄影机摄录下投影于其身上的光线 ∀人体

外形由一系列横切面表达 ∀用 点以平面方式拉

曲线 重复 片平面 ∀每片都与有关骨骼标记相关

连 从而建立三维的表面模型≈ ∀

图 2  ∏∏装置示意图

212  扫描法

扫描法均应用光学原理 只是介质不同 ∀现在

的介质主要有激光和红外线 ∀

11  激光扫描  多个激光测距仪在不同方位接

收激光在人体表面的反射光 根据受光位置 !时间间

隔 !光轴角度计算出人体同一高度若干的坐标值 从

而得到人体表面的全部数据 ∀英国的 ≤就

是应用激光扫描三维测量技术获取三维影像的 ∀

11  红外线扫描  ≤≤⁄摄像头先摄下人体外貌

特征与人体着装轮廓 控制模臂自动从上向下间歇

运动 传感头在横臂上往复运动 对人体进行全身扫

描见图  ∀计算机先处理 ≤≤⁄摄下的轮廓尺寸 

得到尺寸框架模型 再处理传感头测得的热像数据 

修正人体数据框架模型 完成人体测量≈ ∀这种方

法可避免被测者对激光的恐惧 直接得到净体尺寸 

剔除了着装的影响 ∀

图 3  红外线扫描装置示意图

213  光栅法

因激光成本高 对人体有损害 现用白光 ∀

11  莫尔法  莫尔法分为影像≥莫尔法 !

投影°莫尔法 !扫描≥莫尔法 ∀通

过光学测量 应用光栅阴影和光栅形成莫尔条线等

高线 得出体表的凹凸 !断面形状 !体形展开图等体

型信息≈  ∀

11  分层法  ×≤
 美国纺织及服装技术中心用白

光投射正弦曲线在物体上 在不规则的物体表面形

成密栅影子变形 ∀这时产生的图样可表述体表轮

廓 用 部摄影机从不同角度进行检测 将影像合

并 进而成为完整图像 从而完成测量工作≈ ∀

11  相位法  根据光的振动形式可把相位法分

为横波相位法和纵波相位法 ∀

横波相位法是每个偏移光栅预设距离相变方向

上的传感器都获得 幅图像 ∀每个传感器都投射同

等数量位移的正弦模式光 ∀通过使用捕获的 幅图

像 可决定每个像素点的相位 然后用相位计算三维

数据点 从而得到全部数据 ∀

纵波相位法是基于干涉原理的相位测量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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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Ηολονιχ服装制造系统

自治性和协作性是最基本的 属性 ∀ 

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自适应 通过这种自适应

而起到如下作用 使每一个 执行其所属的

计划任务 进行功能模块的分配 即通过 提

供必要的技巧到过程信息或物件 ∀

服装制造系统可以基于 ° ≥ 展开 ∀

资源 ∀它包括物理部分与信息处理部分 为

周围 提供生产加工能力 资源 是生产设

施的抽象 如工厂 !车间 !设备 !材料 !工人 !库存 !能

量等 ∀资源 还表示了当前的资源状况 资源

活动可以随制造环境的动态变化而变化 ∀如新定单

的到达 其它资源损坏与任务拖延 ∀产品 ∀

它保存有工艺和产品知识 以保证加工的质量 ∀产

品 包括整个产品加工的最新信息 以及用户

的需求 !设计 !工艺规划 !物料表 !质量保证过程等 ∀

因此 它保存的是产品模型而不是产品状态模型 ∀

产品 相对于 ≥中的其它 而言 相当

于信息服务器 ∀订单 ∀它代表了制造系统

中的任务 负责准确及时地分派加工订单 管理所有

生产的物理产品 !产品状态模型以及相关的逻辑信

息处理 ∀订单 可以看作是有关控制行为的实

体 ∀负责管理定单通过加工系统 ∀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面向敏捷供应链的服装时效设计应

综合考虑服装产品的生命周期 !服装流行的不同形

态 !敏捷化自主制造及敏捷供应链的异构兼容性 形

成一个对等实现不同厂家信息集成的办法 最大限

度地选择最优合作伙伴 缩短占整个产品交货期

 以上的服装设计阶段 ∀

面向敏捷供应链的服装时效设计需要新的设计

工具 !制造环境和经营管理支持 全球服装业竞争越

来越表现为服装制造领域的技术竞争 服装设计已

注入了新的技术内涵 这一点必须引起服装业者的

足够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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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光栅投影到人体表面 摄取人体前后投影光栅的

相位变化 最终取得人体三维信息 ∀

3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的发展方向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计测技术必将进入服装业这

个传统又新潮的领域 ∀它将提高人体测量的效率和

效果 成为服装业发展的里程碑 ∀非接触式三维人

体计测技术还不够成熟 今后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如

下几个 

测量系统的测试空间相对庞大 且不可拆装 

不利于空间的有效利用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年代 

节约空间必将为研发人员所关注 ∀

测量系统的价位普遍在几十万元 成本高于

其所能带来的价值 实用性不强 ∀如果想要融入服

装业 必须降低成本 ∀

测量系统仅停留在测量阶段 对测量结果的

处理仍不够深刻 ∀未来的系统将完成测量到数值的

/一站式0处理 方便 !快捷 !简化程序 更适合高档服

装的定做 ∀

≤≥是现今工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工业的科

技化 !计算机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非接触式三维

人体计测技术必须同 ≤⁄Π≤ 紧密合作才能顺利

进入工业化生产 ∀

环保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从激光测量到白光

测量无疑是一次环保型的革命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

发展 一定会把绿色科技进行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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