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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元格型法的女装基础纸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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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服装企业服装制版工序费工费时的问题，为寻求快捷简易的服装制版方法，通过对大量衣片中主要

控制部位基准点变化范围的统计分析，探讨了以成品胸围为比例参数绘制服装板型的方法。通过传统公式对该方

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进行验证，得到了一种以成品胸围的十六分之一为长度单位的单元小方格，以及在单元小方

格上确定衣片上各主要控制部位点位置的方法。该制版方法无需计算，可直接在方格纸上确定服装主要控制部位

位置，使服装结构设计更简单和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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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装企业来讲，服装纸样设计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我国服装行业广泛使用

的方法有直接法、间接法和混合法［# Y A］。根据使用

习惯和产品特点，不同企业、不同打版师往往依据经

验使用不同的方法。为使缺乏经验的人员也能简

便、准确地进行服装的制版，本文探求一种以成品胸

围 9 的十六分之一为长度单位的单元小方格并在

单元格上确定衣片上各主要控制点位置的方法。

基于单元格的女装基础纸样设计方法，在人体

上设立标准的尺度关系、结构关系，采用成品胸围进

行裁剪［#］，符合我国传统裁剪习惯（定寸法）；引入坐

标方格以 9 \#> 划分成品胸围，利用坐标方格无极等

比放大和缩小的特性，使纸样各部位成比例变化，从

而可以更加直观地研究纸样各部位的比例关系，使

服装的结构设计更加简单直观和科学［; Y >］。

7 实验部分

在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的形成过程中，先用

大量数据集合的方法确定了基础纸样，进而再验证

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787 衣片整理

图 # 为衣片整理示意图。选取 $" 件外观款式

相同，! 种不同号型的服装，将服装缝迹线拆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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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整烫，衣片上若有缝份、折边的应剪去，袖窿处

有分割或含有省道的应把省道还原（胸省还原到腋

下），以保持袖窿的圆顺、完整。

图 ! 衣片整理示意图

"#$%! &’()*+(#,- .#+$*+/ ,0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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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片对位

图 9 为衣片的对位方法示意图。按照不同成品

衣片的胸围 ! 以单位段 " : ! ;!< 画出坐标方格，分

别将同一胸围的前片、后片、袖片置于相对应的以

! ;!< 划分的坐标方格中。其中，前片胸围线 #!、前

中心线 $%、后片胸围线 &’、后中心线 () 分别如

图 9与相应的坐标方格线对齐；袖片对位与衣片对位

相同，见虚线，先把二片袖还原成一片袖形式，然后把

袖中线 *+ 和袖肥线 ,- 与相应的坐标线对齐［=］。

图 9 衣片的对位方法

"#$%9 &’#$- 1,3#(#,- ,0 $+*/)-( 1#)2)3%（+）&’#$- 1,3#(#,-
,0 0,*/)* 2’,(4#-$524#1；（6）&’#$- 1,3#(#,- ,0 +0()*
2’,(4#-$524#1；（2）&’#$- 1,3#(#,- ,0 3’))8) 24#1

!"$ 记录相关点位置

图 > 是相关对位点整理的示意图。以后片为

例，对若干款式的衣片进行对位处理，并记录每一次

对位处理时各相关点在坐标格中的位置。 & 点、

’ 点对应后衣片胸围线两端点；. 点、/ 点和 ( 点

对应腰围线两端点和后颈点；0 点、1 点和 2 点分

别对应肩端点、颈侧点和后袖窿深的中点。

图 > 相关对位点的整理

"#$%> &’()*+(#,- ,0 ?)’+(). 1,#-(3

!"% 确定坐标方格中的精确位置

对衣片上各相关点处大量的点的集合进行统计

处理，根据相关点的位置要符合标准人体相应部位

规格这一原则，确定各相关点在对应坐标方格中的

精确位置。如后衣片，肩端点在对应的坐标方格中

的 !;> 处，颈侧点在对应的坐标方格的 !;@ 处，后颈

点在对应的坐标方格的 9;@ 处，腰围线两端点、胸围

线两端点分别对应在坐标方格的交汇点处。

!"& 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示意图

用上述方法分别确定前片和袖片上各相关点在

对应的坐标方格中的精确位置，得出最后的基础纸

样示意图（见图 A）及各部位对照图（见图 @）［B］。

图 A 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示意图

"#$%A C,/)-52)’’56+3). 1+(()*- .#+$*+/

# 结果分析与验证

基于单元格的女装基础纸样设计方法是对现有

的服装结构设计方法的继承、延续、发展和创新，其

综合了传统的结构关系，明确了服装结构理论，体现

了结构规律，规范了结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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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各部位对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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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格法与传统比例式结构方法比较

以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后片小肩斜度为例，

来说明“此基础纸样结构综合了传统的结构方法”。

设肩端点为 !，过肩端点作 " 轴的垂线交于 !7 ，颈

侧点为 #，肩斜角度为 "，后腰中点为 $，设一个坐

标方格边长为 %，% 8 & 9:;。见图 ;。

图 ; 胸围、横直比、角度的验证

"#$%; <=26)*2#,/2#’* ’> ,6)02，0,/-) "+’，/*1 /*$-)

! "# "# 胸围关系

根据图纸样关系为：!!7 8 ?% 9@，而 % 8 & 9:;，

& 9?A 的形式，则 !!7 8 & 9?B 8 & 9?A C ADAAE B&；传

统比例式方法中小肩 !# 斜度就是以 !!7 8 & 9?A
加减调节数确定。

!$#$! 横直比关系

!7# 8 !!7 C #( 8 :A% 9@ C ;% 9! 8 @?% 9:!，!!7
8 ?% 9@，则横直比为 !7# 9!!7 8 @?% 9:! F ?% 9@ 8 :;9
!，传 统 比 例 式 方 法 确 定 小 肩 !# 的 斜 度 约 为 横

:; ,(，直! ,(。

!$#$% 角度关系

2/*! 8 !!7 9!7#，而基础纸样中 !!7 8 ?% 9@，

!7# 8 @?% 9:!，即 2/*! 8 AD@:? !，查表得! 8 :EG，传

统比例式方法确定小肩 !# 斜度约为 :EG。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后

片中的坐标方格，体现着纸样相关部位的比例关系，

参比关系，数量关系及规格尺寸，综合了传统的小肩

斜度部位的结构关系。根据以上方法同理可证单元

格型女装基础纸样其他结构部位关系同样综合和解

释着相应的传统结构关系。

!$! 利用单元格女装纸样的分析

传统比例式裁剪公式纷繁复杂，经验公式、经验

定寸杂乱，一直也没有较为科学而简单的数学方法

可以解释经验定寸和经验公式的来源和依据。利用

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上的标准尺度关系，可以对

其进行解释［H］。下面以传统比例式裁剪中的半背

宽、袖肥、前后袖窿深的确定为例，利用单元格型女

装基础纸样对其加以分析。

!$!$# 经验公式 #$&! ’#( ) " 的验证

传统比例式裁剪中确定半背宽的经验公式为

:D!& 9:A I )［:A］，其中常量 ) 随 & 的增大而增大，此

规律用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构成关系分析如下：

根据纸样半背宽为 @ 个单元格（设单元格为

%），纸样半背宽 8 @%，而 % 8 & 9:;，则纸样半背宽

@% 8 @& 9:; 8 ;& 9@? 8（BDE I :D?）& 9@? 8 BDE& 9@? I
:D?& 9@? 8 :D!& 9:A I :D?& 9@?。式中，:D?& 9@? 就是

传统确定半背宽的经验公式 :D!& 9:A I ) 中的常量

)，即 ) 8 :D?& 9@?，那么：

当 & 8 EB ,(时，) 为@D:! ,(；当 & 8 H? ,(时，)
为@DB! ,(；当 & 8 :AA ,(时，) 为@DJ! ,(；当 & 8
:AE ,(时，) 为BDA! ,(。

所以，在 ) 8 :D?& 9@? 中，) 与& 成正比例关系，

常量 ) 随 & 的增加而增大。

!$!$! 经验公式 ! ’* ) " 的验证

传统比例式裁剪中确定半背宽也常用经验公式

& 9; I )［::］，) 通常取? ,(左右，此规律用基础纸样

构成关系分析如下：

据纸样半背宽为 @ 个单元格（设单元格为 %，%
指成品胸围的十六分之一为长度单位的单元小方

格）。纸样半背宽 8 @%，而 % 8 & 9:;，纸样半背宽

@% 8 @& 9:; 8 :E& 9H; 8 :;& 9H; I ?& 9H; 8 & 9; I ?& 9
H;，即纸样半背宽 8 & 9; I ?& 9H;。式中，?& 9H; 是确

定半背宽的经验公式 & 9; I ) 中的常量 )，即 ) 8
?& 9H;，那么：

·EA:· 纺织学报 第 @A 卷



设通常情况成衣胸围 ! 在 !" # $%" &’之间，

则：当 ! ( !" &’时，" 为$ )*+ &’；当 ! ( ,* &’时，"
为% &’；当 ! ( $%" &’时，" 为%-. &’。

所以，传统经验公式中确定半背宽使用经验公

式 ! /* 0 " 时，通常情况 " 取% &’左右。

!"!"# 经验公式 $"!! % " 的验证

传统比例式裁剪中若确定半背宽使用经验公式

"-%! 0 " 时［$%］，通常情况 " 取 1 $ 或 1 $-. &’，用单

元格纸样构成关系分析如下：

根据纸样半背宽为 2 个单元格（设单元格为

#），纸 样 半 背 宽 2# ( 2! /$* ( "-$!+ .! ( "-%! 0
（ 1 "-"$% .!），即纸样半背宽 ( "-%! 1 "-"$% .!，式

中，1 "-"$% .!是确定半背宽的经验公式 "-%! 0 "
中的常量 "，即 " ( 1 "-"$% .!，那么：

设通常情况成衣胸围在 !" # $%" &’之间，则：当

! ( !" &’时，" 为 1 $ &’；当 ! ( $"" &’时，" 为

1 $-%. &’；当 ! ( $%" &’时，" 为 1 $-. &’。

所以，确定半背宽使用经验公式 "-%! 0 " 时，

通常情况 " 取 1 $ # 1 $-. &’。

!"!"& 经验公式 !! ’($ 稍减定寸的验证

传统比例式裁剪普遍认为两片袖的袖肥按经验

公式 %! /$" 稍减定寸计算较为合适［$2］，用单元格纸

样构成关系分析如下：

据纸样袖肥 (（前袖宽 0 后袖宽）/% (（2# 0
$"# /2）3 $/% ( $,! /,*!"-$,!! ( "-%! 1 "-""%! (
%! /$" 1 "-""%!

所以，按经验公式 %! /$" 稍减定寸计算袖肥较

为合适。

!"!") 整体公式验证

图 + 是前、后袖窿深验证图。在图 +（4）中，当胸

围为 $". &’时，分 别 用 经 验 公 式 ! /$" 0 "，$-.! /
$" 0 $，! /* 0 %，%! /$" 0 & 计算女装前袖窿深时，"
约为, &’，$ 约为5 &’，% 约为% &’，& 约为 1 $ &’，

用单元格纸样构成关系分析如下。

按纸样前袖窿深为 2#（设单元格为 #），# (
2! /$* ( 2/$* 3 $". ( $,-*!+ .!$,-+ &’，那么：

当用 ! /$" 0 " 时，! /$" 0 " ( $,-+，" ( $,-+ 1
! /$" ( $,-+ 1 $"-. ( ,-% &’，即 "! , &’；当 用

$-.! /$" 0 $ 时，$-.! /$" 0 $ ( $,-+，$ ( $,-+ 1
$-.! /$" ( $,-+ 1 $.-+. ( 2-,. &’，即 $!5 &’；当用

! /* 0 % 时，! /* 0 % ( $,-+，% ( $,-+ 1 ! /* ( $,-+ 1
$+-. ( %-% &’，即 %!% &’；当用 %! /$" 0 & 时，%! /
$" 0 & ( $,-+，& ( $,-+ 1 %! /$" ( $,-+ 1 %$ (
1 $-2 &’，即 &! 1 $ &’。

图 + 前、后袖窿深验证图

678)+ 9:;7<7&4=7>? @4==:;? >< <;>?=（4）4?A B4&C
（B）4;’D>E: A:@=D

所以，当胸围为$". &’：使用经验公式 ! /$" 0 "
时，" 为, &’；使用经验公式 $-.! /$" 0 $ 时，$ 为

5 &’；使用经验公式 %! /$" 0 % 时，% 为% &’；使用经

验公式 %! /$" 0 & 时，& 为 1 $ &’。

在图 +（B）中，当胸围为$". &’时，分别采用经验

公式 !/$" 0 "，$-.!/$" 0 $，!/* 0 %，%!/$" 0 & 确定

女装后袖窿深时，" 约为$$ &’，$ 约为* &’，% 约为

5 &’，& 约为$ &’，用单元格纸样构成关系分析如下。

按纸样后袖窿深为 $" # /2（设单元格为 #），$"# /
2 ( $"/2 3 ! /$* ( $"! /5! ( $"/5! 3 $". ( %$-!+. &’，

那么：

当 用 ! /$" 0 " 时，! /$" 0 " ( %$-!+.，" (
%$-!+. 1 ! /$" ( %$-!+. 1 $"./$" ( $$-2+. &’，即 "!
$$ &’；当用 $-.! /$" 0 $ 时，$-.! /$" 0 $ ( %$-!+.，

$ ( %$-!+. 1 $-./$" 3 $". ( *-$%. &’，即 $!* &’；当

用 ! /* 0 % 时，! /* 0 % ( %$-!+.，% ( %$-!+. 1 ! /* (
%$-!+. 1 $"./* ( 5-2+. &’，即 %! 5 &’；当 用 %! /
$" 0 & 时，%! /$" 0 & ( %$-!+.，& ( %$-!+. 1 %! /$" (
%$-!+. 1 %/$" 3 $". ( "-!+. &’，即 &!$ &’。

所以，当胸围为$". &’：使用经验公式 ! /$" 0 "
时，" 为$$ &’；使用经验公式 $-.! /$" 0 $ 时，$ 为

* &’；使用经验公式 ! /* 0 % 时，% 为5 &’；使用经验

公式 %! /$" 0 & 时，& 为$ &’。

# 结 论

由坐标方格构成的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可以

解释传统裁剪方法比例公式中定寸的变化规律，说

·,"$·第 $" 期 甘应进 等：基于单元格型法的女装基础纸样方法研究



明了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纸样各部位比例关系符合人体形态；同时纸样还具

有规范的等比性，即理论上当胸围参量（背长，肩宽，

背宽）从小至大变化时，纸样各部位比例不失调。基

于单元格型女装基础纸样符合人体的稳定型板，此

裁剪方法是“以人为本”的结构设计模式，为定性和

定量研究服装结构理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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