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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装结构制版设计

丁锡强
上海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摘  要 °∞≤新唐装中肚围大的规格尺寸如何进行结构制版设计 按照中国传统服装流传的惯例 衣片尤其是前衣片一般是不

允许随便收省或开刀 ∀因此 必须尽可能保持中国传统服装衣片结构的完整性 做到整件新唐装不收一只省和不打一个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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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各国元首的新唐装规格尺寸设计

完成以后 发现了问题 部分特殊体型中肚围大的规

格尺寸如何进行结构设计 如何进行制版打样 按

照目前通常的处理方法 一般都是在前衣片某些部

位增收省位 !打褶或开片组合 例如增收肚省 !腋下

省等 ∀如果当时采用这样的处理方法 肚围大问题

是可以很方便得到解决 但可以想象整件新唐装的

造型将会变得不伦不类甚至面目全非 ∀

1  传统唐装与现代服装的区别

  中国传统服装与西方服装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

背景 无论是从外观款式造型还是内在结构以及工

艺缝制上来分析对比 都有明显不同的区别 因而形

成了中西方服装独特的民族风格 ∀从奴隶社会 !西

周时期的冕服 !深衣一直发展到清朝 !民国的长袍马

褂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服装的款式与结构基本上都

是属于二维平面造型 强调的是宽松与粗犷 ∀而数

百年来西方服装款式与结构则大多数属于三维立体

造型 突出的是合体与线条 ∀同时 按照中国传统服

装一直流传下来的惯例 衣片尤其是前衣片一般是

不允许随便收省或开刀 ∀因此在这次 °∞≤ 新唐装

结构制版设计中也必须遵循这个惯例 尽可能保持

中国传统服装衣片结构的完整性 ∀

由于中国传统服装中肩与袖向来是不可分割

的 因此它的前 !后衣片结构也互为联体且合二为

一 见图  ∀虽然穿起来比较舒服 但某些部位看起

来却不那么美观 如肩部和袖窿腋下 ∀而现代服装

则把美观放在相当突出位置 强调的是服装造型与

人体曲线的完美结合 ∀在肩与袖部位采用装袖结构

设计 是现代服装造型对传统服装造型的一种创新 ∀

因为装袖结构设计的袖窿和袖子 是严格按照人体

腋窝和臂膀形状设计 最终穿在人体身上能显得服

贴合身 见图  ∀因此 如何将中西方服装的精华部

分融贯在一起 也是 °∞≤ 新唐装进行结构制版设

图 1  传统服装肩袖造型

图 2  现代服装肩袖造型

计中的一个课题 ∀

2  新唐装的改进要

点
  由于我国服装界

对传统服装结构制版

设计方面的理论研究

并不多 尤其是对于特

殊体型方面的结构制

版研究基本是个空白 

没有现成的参考资料

或实物 ∀经过集思广

益 反复推敲和多次实

验 首先完成了 °∞≤ 新唐装基本型结构制版的设

计方案 见图  ∀在这个基本型结构制版设计方案

中 尽最大可能兼容并设法体现了中西方服装文化

的部分内涵 立领 !对襟 !装袖 在此基础上 同时设

计了整件新唐装结构制版中不收一只省 !不打一个

褶 ∀后来在正式实施为每位领导人的服装具体制版

时 规定了以下技术要求 所有的男装不管规格尺寸

有如何差异 肚围有多么大 前衣片不收省 !不打

褶 !不开刀 后衣片允许背缝拼缝 但也不收省 !不

打褶 ∀

那肚围大者的规格尺寸是怎样进行结构制版设

计呢 又如何做到了不收一只省和不打一个褶 既

解决了肚围大的难题又比较合理地保留了中国传统



  

图 3  °∞≤新唐装基本型结构制版

服装衣片结构完整性的特色 针对这些难点问题 

通过反复论证和技术攻关 最后对唐装的设计做了

如下的引进 ∀

2 .1  增大前衣片门襟止口劈门量

借鉴了中山装门襟止口劈门的原理 在前衣片

门襟止口处领口至腰节之间增量加大劈门量 ∀新

唐装结构制版设计基本型劈门量保持在  左右 

与中山装门襟止口劈门量基本相同 ∀但新唐装中对

于肚围大者则考虑适量加大劈门量 凡肚围超过一

定的数值 就需要增加劈门量 1 最大肚围者的

劈门量达到了 1 左右 ∀

2 .2  增加前衣片门襟止口下段劈门

通过反复实验论证后才正式确定下来 ∀设计灵

感来源于西服结构设计中圆下角止口劈门的原理 ∀

由于增加了前衣片门襟止口下段的劈门 既解决了

肚围大部位的宽松量 同时又能防止门襟下段可能

产生的止口搅盖重叠等现象 ∀但前衣片门襟止口下

段的劈门量不能随意无限加大 一般只能控制在 

∗ 1 左右为宜 ∀

2 .3  提高前衣片下摆处起翘量

在常规服装结构制版设计中 前衣片下摆处的

起翘量大多只是个定数 没有多大变化 ∀参考肚围

大体型者的西服制版设计原理 其解决问题主要是

通过增收肚省的手段来实现的 肚围越大肚省也就

收得越大 当然所形成的起翘量也就越高 ∀受到西

服收肚省原理的启发 举一反三 新唐装结构制版设

计中大胆地提高了前衣片下摆处的起翘量 这时的

起翘量不仅只是一个定数而必须是一个变数 变数

的基本范围控制在  ∗  之间 ∀当然 若起翘量

取最大值  则其中  必须增加在下摆处的衣

长范围之内 以满足肚围大体型者的需要 ∀

2 .4  加放摆缝围度

由于提高了前衣片下摆处的起翘量 连锁反应

必须加放摆缝围度 ∀加放摆缝围度的目的 主要是

为了满足提高下摆起翘量后所产生的摆缝处肚围量

不足的矛盾 这也是解决肚围大体型者的重要技术

手段之一 ∀但是 摆缝加放围度也不能过大 一般摆

缝肚围处测量后按净尺寸加放  ∗  为宜 ∀肚围

大体型者 一般臀围不会很大 如果加放摆缝围度过

大 下摆就会产生波浪现象 ∀有些肚围大体型者虽

然肚围较大 但臀围却反而比较小 因此摆缝就不能

随意放大 由于臀围小者肚围下面没有东西支撑 摆

缝放大后下摆处更容易产生波浪 ∀因此加放摆缝围

度必须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肚围大 !臀围大体型

者 前 !后衣片摆缝围度可同时放大 并将后衣片背

缝下部放出 1 ∗  肚围大 !臀围小体型者 摆

缝围度可以保持和臀围一样 或者前衣片摆缝围度

尺寸基本不动 把应放的尺寸加放到后衣片 ∀

2 .5  确定前 !后衣片围度比例分配

由于肚围大体型者一般前胸部以及腹部较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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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新唐装肚围大体型结构制版

甚至很凸出 而背部则显得较为平坦 同时肚围大体

型者两手多数朝后倾斜 ∀因此 必须重新确定前 !后

衣片围度的比例分配 即前衣片胸围与肚围的比例

要明显大于后衣片的比例 ∀根据肚围大体型者的特

点 采用了 Π比例分配法 并通过加减  来分配

调整前 !后衣片的数据 针对部分肚围大体型者的需

要 前 !后衣片围度的加减幅度可以在 1 ∗ 1 

之间 ∀

2 .6  调整和加大横开领数据

°∞≤新唐装的领子是典型的传统立领款式 肚

围大体型者必须随着门襟止口劈门量数据的调整 

相应调整横开领数据 这也是解决肚围大问题的方

法之一 ∀由于在前衣片门襟止口处加大了劈门量 

使得前衣片横开领也必须重新调整并相应移出 同

时还可以稍微增大横开领的数值 一般控制在增加

1 ∗ 1 的范围 ∀

2 .7  控制前 !后衣片长短尺寸差异数值

正常体型者的前 !后衣片差异数值一般只有

 左右 而肚围大体型者的前 !后衣片长短差异数

值很大 ∀从实际情况看  ∗  的差异数值只能

算一般肚围大体型  ∗  差异数值才能称得上

真正意义上的肚围大体型 ∀合理地控制并确定前后

衣片长短尺寸差异数据 这一点关系到整件新唐装

前后衣长平衡的视觉效果 ∀

3  结  论

  通过上述 个方面的考虑和对策 最终形成的

肚围大体型者结构制版与基本型结构制版有着明显

地改进与区别见图  ∀其中实线部分为基本型结

构制版 虚线部分为肚围大体型者结构制版 ∀

在 °∞≤ 新唐装结构制版设计中 从理论

和实践上解决了肚围大体型者的服装尺寸如何进行

结构制版设计的难题 做到整件新唐装中不收一

只省和不打一个褶 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服装衣片完

整性的古朴魅力 又创新了唐装与时俱进的时尚

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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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小波变换的图像融合

王文  张森林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杭州 

摘  要 比较了目前常用的各种二维图像融合算法 并就其中最理想的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融合算法利用可分离多分辨分析方法

给出三维形式 为纺织领域各种适应特殊应用要求的三维图像融合算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框架 ∀

关键词 三维小波变换  图像融合  可分离多分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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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纺织领域 服装 ≤⁄和场景模拟系统都要处

理三维图像 其中经常会遇到有多个源图像或得到

多个目标图像的情况 这些图像可能都只反映真实

图像的部分信息 或者整体效果均不理想 通过图像

融合处理可以获得三维立体效果最佳的惟一图像 

以满足应用要求 ∀然而 现有的绝大部分图像融合

应用都局限于二维平面图像的融合 一些成熟的图

像融合算法也仅针对于二维图像 ∀因此 三维图像

融合算法的研究对纺织业是迫切而有意义的 本文

从一些常用的二维图像融合算法导出其三维形式 ∀

1  图像融合

图像融合就是将用不同方法获得的同一景物的

图像或用同一方法在不同时刻获得的图像采用某

种算法进行综合处理 以得到一个新的 !满足要求的

图像 ∀通过将多个图像融合 可克服由单一图像带

来的图像在几何 !光谱和空间分辨率等方面存在的

局限性和差异性 提高图像的质量 从而有利于对物

理现象和事件定位 !识别和解释≈ ∀

根据信息表征层次的不同 图像融合可分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