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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裙的结构设计

魏  静
宁波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 宁波 

摘  要 论述圆形裙的结构设计方法 总结其普遍与特殊规律 拓展了圆形裙款式与结构设计的思维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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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形裙是指裙摆围由部分圆或若干个圆组成 !

廓型呈 字型的裙款 ∀如宽展裙 !太阳裙等均属圆

形裙的范畴 ∀该裙型的摆围较大 致使臀围处的布

量比人体的臀围大出许多 所以无须考虑腰部的余

缺处理 故腰部一般是无省缝结构 ∀圆形裙主要依

据面料的斜纱特点及内外弧线长度的差数而形成波

浪形褶纹 其褶纹随着内外弧线长度差数的大小而

变化 差数越大 褶纹越多 反之亦然 ∀这种褶纹的

形成 需要有固定它的地方 而分割线则有这一功

能 所以它常常伴随着分割设计 ∀随着服装设计的

不断深化 为其褶纹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拓展

到裙饰 !袖饰 !领饰 !胸饰 !边饰等装饰领域 ∀

1  圆型裙的结构设计

  圆形裙的结构设计方法主要有公式计算法和纸

样剪放法 ∀

1 .1  公式计算法

公式计算法是指采用某一公式计算出腰围曲线

ΑΒ所对应半径 Ρ的大小 再用画圆的方法做出其结

构图 见图  ∀下面通过分析已知量找出它们内在

的基本关系式 ∀

图 1  公式法圆型裙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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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通式 其中腰围大 !裙摆大均指每片而言 ∀

腰围大 !裙摆大可根据面料的多少和款式而

定 !裙长均可设定 故为已知量 代入公式中则不难

确定其半径 Ρ的大小 ∀例如 设腰围大 Ω 裙

长 ΑΧ  裙摆大   ∀若由 片组成 每片

的腰围大为 Ω   每片裙摆大   则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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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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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Ο点为圆心   为半径画内圆弧 再以

Ρ 裙长       为半径画外圆弧 则

可做出结构图 ∀这样还可以避免在腰围大处 !裙摆

大处考虑起翘大小的问题 ∀

    特殊规律裙摆所对圆心角 Η为 ΠΠ的整数

倍  当 Η ΠΠ ν 其中 ν 为整数 计算方法更为

简单 可直接利用弧长公式 ∀

例  假设 ν  时 裙摆是半个圆组成 ∀根据

其对称性只需作 Π圆即可 也就是Η ΠΠ 弧长 

ΩΠ 由弧长公式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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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假设 ν  时 裙摆是由相同的 个圆组

成 因此只需计算一个圆的半径即可 ∀也就是

Η Π弧长  ΩΠ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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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同样的方法做另外 个圆 然后再把 个同

样的圆在任意一处剪开 从剪开处一个与一个接合

在一起 最后使 个圆的内弧合成一个裙腰尺寸 

个圆的外弧连成一个大裙摆 见图  ∀

  通过上述分析 总结出一个规律 当裙摆大为 Π



图 2  裙摆剪开缝合图

的多少倍 ,内圆弧半径则为 Π的多少倍分之一 ,详见

表  ∀
表 1  裙摆大与腰部半径之间的对应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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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法还可扩展到任意部位 只要把接合部

位的长度看成是公式中的腰围尺寸 作为已知弧长

来考虑 再用作圆的方法操作即可 ∀

1 .2  纸样剪放法

纸样剪放法是通过对裙原型纸样进行剪开并放

出褶量的裁剪方法 它是平面结构设计中进行款式

变化的重要方法之一 ∀以前裙片为例 将前裙片原

型纸样分成三等分并剪开 裙腰围去掉省量 且保证

腰围大尺寸 裙摆加大放出褶量 其中的等分数 !褶

量可自行设计 ∀然后圆顺曲线 完成结构图 见

图  ∀

图 3  纸样剪放圆形裙结构图

  在具体操作时 除了掌握其方法外 还要按面料

种类 !体型特征等对其结构图作必要的技巧处理 使

之更合理 ∀如当裙摆是斜纱部位时 需要剪掉  ∗

 的量使其与地面平行 ∀裙腰在后中心处下落

 而符合人体部位特征等 ∀

总之 计算法简便 !准确而一次成型 纸样剪放

法虽然二次成型 但却适合款式变化 可灵活掌握 ∀

2  圆型裙的结构变化

2 .1  裙摆角形状的变化

圆形裙的裙摆角以圆角居多 此外还可如图 

设计成直角 !钝角 !锐角 !多边形及不规则的几何图

形等形式 ∀裙摆角的不同会带来视觉感受上的不

同 它能给人以全新的视觉印象 使圆形裙焕发新的

活力和风采 ∀

2 .2  裙摆长度的变化

图 4  长短不一的裙摆图

这方面分  种

情形  整个裙摆

长度同时变化 即为

同心圆外圆半径长

短的变化 ∀裙摆长

度变小会成为波浪

饰边 变大则为长圆

裙一般到脚面上为

宜 ∀  裙摆长不

同时变化 即在外圆中内套一个不同心的小圆 使裙

摆变成长短不一 出现左右 !前后不对称的现象 见

图  ∀作为饰边的大小 !宽窄 !形状可自行设计 或

进行递减 !递增的渐变变化 ∀

2 .3  接合部位的变化

无论是圆形裙还是波浪饰边 其接合部位均可

图 5  有无皱褶的裙摆图

看成是分割设计 ,

其形状 !大小与部

位是随款式设计的

不同而变化 ∀当结

合部位无皱褶时 

则应遵循/相接的 

部位长度要相等0

的原则 当结合部

位有皱褶时 有皱褶一方的长度除了需要考虑与对

接部分的长度相等外 还要加上皱褶的需要量 见图

 ∀另外作为波浪饰边 内圆弧的形状可以呈圆形 !

部分圆形 !不规则圆形 还可以是螺旋形曲线等 ∀

2 .4  波峰与波谷的变化

波纹的大小 !疏密及起伏部位是可以调整和控

制的 ∀只要在形成波峰处略提对应该处的内弧边缘

部分 使其受拉力的作用形成波峰 波谷处的拉力则

相应变小而处于从属地位 ∀

3  结  语

  圆形裙及其波浪饰边以特有的魅力和旺盛的生

命力一直活跃在服装设计领域之中 它既能充分展

示面料的特性 又有美化与装饰人体的双重功能而

长久不衰 ∀为此 作为服装设计师 !打版师 !工艺师

都需要理性地掌握其结构设计方法与规律 才能使

服装设计与版型设计达到最佳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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