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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聚类分析对裤子面料进行分类,并选择5类面料完成裤子制作,将主观的试穿效果评价结果和客观的试

验数据相结合,综合研究面料性能与裤子舒适性及美观效果的关系,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得出面料性能与阔腿裤舒适性、

美观效果评价的线性回归方程,筛选出对各因子有显著性关系的面料性能。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线性回归预测

模型,对后续阔腿裤的面料选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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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女裤成为各国学者重视和研究的领域。
从近几年对女裤外观造型和舒适性与面料性能等方面

的研究来看,阔腿裤的兴起也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

重点。阔腿裤因其腰臀部恰到好处的贴合,裤口宽松

的特点,展现女性的身材,掩盖缺陷的优势,其良好的

悬垂感具有整体拉长的着装效果[1]。目前有关阔腿裤

服装穿着搭配、休闲裤面料性能的研究及裤子面料舒

适性指标的测量较多,面料性能与裤子外观性能和裤

子舒适性分析对比,特别是阔腿裤的面料应用[2-7]。
的研究较少,基于22种不同面料性能的试验基础,对
试验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并挑选出5类面料制作裤

子。通过阔腿裤的制作实践,主观评价阔腿裤的穿着

舒适感受和外观视觉感受,总结归纳阔腿裤造型与舒

适性和面料性能的关系,为阔腿裤面料应用提供方向,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消费信息,对后续阔腿裤

的面料选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试验部分

1.1 试验材料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市场调研以及电商网站调研,
选取女裤常用面料共计22种。面料规格参数见表1。

1.2 试验方案

根据需求完成了13个试验。通过对裤子面料服

用性能基本规格(包括织物厚度、经纬密度),以及织物

的各项舒适性能(包括透气性、悬垂性、折皱回复性和

拉伸弹性等)[8]开展试验,得出面料的性能指标。
表1 织物规格参数

试样
编号

面料成分
经密/根

·(10cm)-1
纬密/根

·(10cm)-1
厚 度
/mm

1# 70%涤纶,30%人棉 540 270 0.288
2# 97%棉,3%氨纶 745 325 0.470
3# 全棉仿天丝 480 255 0.368
4# 65%人棉,30%锦纶,5%氨纶 420 260 0.534
5# 全棉 375 185 0.482
6# 90%锦纶,10%氨纶 505 240 0.722
7# 棉(针织) 255 218 1.232
8# 毛呢 175 115 1.166
9# 棉为主,化纤混纺(灯芯绒) 455 353 1.660
10# 棉为主(针织) 170 146 1.082
11# 皮 1345 1056 0.776
12# 锦纶为主 216 118 0.752
13# 涤纶为主 224 122 0.692
14# 涤纶为主(乱麻) 495 370 0.526
15# 蚕丝,黏胶(金丝绒) 145 92 1.268
16# 棉为主(牛仔) 360 255 0.592
17# 黏胶,涤纶,氨纶混纺 445 335 0.770
18# 涤纶,氨纶混纺 930 480 0.820
19# 黑薄天丝 935 465 0.710
20# 涤纶仿麻 250 200 0.452
21# 纯麻 195 185 0.558
22# 涤纶,氨纶混纺(美人条) 185 160 1.050

表2 织物基本规格与服用性能的测试标准

测试项目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织物透气性测试 GB/T5453-1997 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

织物厚度 GB/T3820-1997 纺织品和纺织制品厚度的测定

织物经纬密度 GB/T4668-1995 机织物密度的测定

悬垂性 GB/T23329-2009 纺织品 织物悬垂性的测定

起毛起球 GB/T4802.1-1997 纺织品 织物起球试验 圆轨迹法

织物拉伸弹性 FZ/T 01034 - 2008
(2015)

纺织品 机织物拉伸弹性试验方法

折皱回复性 GB/T3819-1997
纺织品 织物折痕回复性的测定 回复
角法

·54·     2021年第7期             服装服饰




耐磨性 GB/T21196.3-2007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摩擦色牢度 GB/T3920-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弯曲硬挺度 GB/T7689.4-2013 弯曲硬挺度的测定

回潮率 GB/T9994-2018 纺织材料公定回潮率

透湿性 GB/T12704.1-2009 纺织品 织物透湿性试验方法

摩擦因数 FZ/T01054-2012 织物表面摩擦性能的试验方法

1.3 面料性能测试

透湿性能和透气性较好的是面料10#、12#、22#;
弹性较好的面料有1#、8#、10#、11#、12#、15#、19#;
有较小摩擦力的是面料3#、7#、8#、9#、10#、15#、

19#;回潮率较好的是面料6#、10#、12#、20#;悬垂性

较好的面料是3#、8#、9#、10#、19#;摩擦色牢度性能

较好的是面料6#、17#、19#、20#、22#;耐磨性较好的

是面料4#、6#、7#、10#、12#、19#、20#;折皱回复性较

好的是面料1#、7#、8#、9#、10#、11#;面料弯曲刚度

较大的是5#、7#、8#、9#、11#、12#、13#、18#、21#;不
易起毛起球的面料是5#、8#、10#、20#、22#。综上所

述,对外观造型效果影响较大的面料是7#、8#、9#、

10#、19#、20#;舒适性能较好的面料是8#、10#、12#、

15#、19#。

1.4 面料分类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共分为5类面料:第一类:6#、

12#;第二类:10#;第三类:5#;第四类:2#、3#、4#、

8#、9#、13#、14#、15#、16#、17#、18#、21#、22#;第五

类:1#、7#、11#、19#、20#。根据面料厚薄等因素,从
中分别选择一种面料,制作阔腿裤。5种面料,分别为

编号5#、6#、10#、16#、19#。

表3 面料性能测试数据

面 料
起毛起球
/级

透湿性
/g·m-2·h-1

弹性回复率/%
经 纬

透气率
/mm·s-1

摩擦因数

经 向 纬 向

回潮率
/%

1# 4 2765.745 96.92 96.21 65.757 0.29 0.3 2.20
2# 4 3371.548 91.96 66.27 153.91 0.28 0.31 7.70
3# 4 2825.193 90.86 83.26 140.46 0.25 0.24 6.80
4# 5 2694.973 75.41 95.27 76.305 0.32 0.34 9.80
5# 3 3699.927 88.07 88.16 142.26 0.37 0.33 7.60
6# 5 2722.434 83.74 89.19 18.494 0.36 0.32 4.90
7# 4 3365.887 87.94 94.42 346.98 0.28 0.26 8.50
8# 1 4342.531 93.27 90.88 136.6 0.29 0.29 6.70
9# 4 7733.898 64.85 66.85 92.219 0.28 0.29 7.50
10# 3 6669.495 91.82 88.64 1175.3 0.28 0.29 3.90
11# 5 2500.601 89.94 93.71 0.5662 0.28 0.32 7.60
12# 4 5539.984 93.95 93.95 123.85 0.31 0.31 4.40
13# 4 1967.443 86.66 75.8 82.125 0.33 0.31 7.20
14# 4 1876.857 87.08 87.48 199.99 0.25 0.3 0.40
15# 5 3484.782 90.46 90.05 2133.6 0.22 0.25 3.60
16# 4 2108.983 86.32 88.85 72.411 0.32 0.36 6.30
17# 5 2171.265 91.81 90.87 122.51 0.35 0.36 1.40
18# 4 1268.221 85.79 86.27 228.2 0.28 0.3 0.30
19# 5 2779.899 96.4 94.06 28.066 0.27 0.27 0.30
20# 3 3246.99 100.03 83.27 385.69 0.29 0.3 5.70
21# 5 922.858 73.5 46.08 580.13 0.33 0.31 6.20
22# 3 6250.528 91.63 88.88 1129.5 0.24 0.32 0.30

表4 面料性能测试数据

面 料
耐磨性5000次
/次·mg-1

折皱回复性/°
急 弹 缓 弹

经 纬 经 纬

弯曲硬挺度/mN·cm

经 向 纬 向

1# 1811 140.9 157.5 151.5 122.7 0.77 0.62
2# 1059 99.5 98.2 110.7 112.3 3.28 0.39
3# 640 0 123.1 108.4 92.4 1.83 0.93
4# 2308 0 112.5 94.9 84.1 0.35 1.56
5# 1012 0 111.6 0 0 5.2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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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713 159.7 143.7 74.8 159.4 0.84 1.47
7# 3923 150.9 143.7 153.0 146.7 2.70 1.65
8# 390 136.7 150.5 144 155.7 2.67 1.70
9# 955 108.8 105.2 113.1 111.5 8.29 3.65
10# 4508 166.9 153.1 145 155.0 0.63 0.50
11# 0 159.7 164.1 167.4 157.7 5.73 3.10
12# 3988 0 167.2 0 141.9 1.71 1.44
13# 1915 164.8 168.7 161.1 88.0 1.62 1.02
14# 245 2.9 177.9 0 1.6 0.51 0.44
15# 69 0 0 0 0 0.18 0.12
16# 100 78.9 163.4 90.4 166.3 1.94 0.43
17# 79 98.4 89.1 95.6 96.3 0.98 0.72
18# 56 94.7 92.9 94.6 0 1.50 1.80
19# 2113 103.7 103.8 87.3 105.1 0.32 0.38
20# 2352 175.4 164.4 61.4 172.8 0.83 0.52
21# 319 69.4 80.4 77.7 94.9 5.64 1.69
22# 492 9.6 173.1 10.0 174.5 0.94 1.45

表5 聚类表

阶段
群集组合

群集1 群集2
系 数

首次出现阶集群

群集1 群集2
下一阶

1 15 17 622363190 0 0 2
2 15 18 1164995553 1 0 3
3 15 16 9676664665 2 0 7
4 14 21 17462309816 0 0 5
5 8 14 39883457809 0 4 7
6 3 22 74298951060 0 0 8
7 8 15 118801909417 5 3 10
8 3 9 184969285754 6 0 10
9 4 13 320651254757 0 0 12
10 3 8 507623377258 8 7 14
11 1 11 534727821690 0 0 13
12 2 4 1603857560708 0 9 14
13 1 20 2000000547835 11 0 15
14 2 3 3508893385076 12 10 18
15 1 19 6082927370383 13 0 17
16 6 12 8445732114231 0 0 20
17 1 7 8706152478837 15 0 18
18 1 2 10217695869483 17 14 21
19 5 10 16528816282860 0 0 20
20 5 6 27261839599079 19 16 21
21 1 5 53363093236889 18 20 0

2 阔腿裤制作及评价

2.1 阔腿裤制作

选择设计一款阔腿裤款式,款式特征描述:中腰长

裤,略微X廓形。前片斜插袋,前中门襟拉链,后片单

嵌线假口袋,后腰系松紧带。
表6 阔腿裤成品规格设计 单位:cm

部位 裤长 腰围 臀围 上档长 脚口

净尺寸 96 64 86 25
规格尺寸 96 66 92 25 25

2.2 主观评价对象及标准

选择身高(160±2)cm,体重(48±2)kg,年龄22
~25岁的10名女大学生试穿,该结果由试穿者凭借对

裤子的整体感觉判断打分,评价方法采取等级评价[9],
主观评价标尺如图1所示。

感
觉

描
述

感觉值
0 1 2 3 4 5

图1 主观评价标尺

表7 静态和动态外观美观性评价结果

试样
编号

美观程度 垂顺感 折皱程度 修身感 顺滑度

5# 1.8 1.2 4.3 0.4 0.5
6# 2.3 2.5 0.5 4.1 2.5
10# 2.8 4.6 0 3.2 4.8
16# 4.5 4.5 2.6 2.9 4.0
19# 4.5 4.8 1.8 4.8 4.6

表8 静态和动态舒适性评价结果

试样
编号

透气性 柔软感 弹性 粗糙感 黏体感 刺痒感

5# 1.8 2.2 0 4.6 3.2 4.2
6# 1.3 1.5 4.8 3.0 2.1 2.2
10# 4.5 4.5 4.9 2.5 1.6 1.2
16# 2.5 4.0 4.8 3.3 1.4 3.4
19# 4.2 4.8 4.2 3.5 3.5 0.5

2.3 检验主观测验结果的可信度

Kendall'sW 值为0.956,卡方为83.556,渐进显

著性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零假设,表
示对于5条裤子的主观评价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试穿

者的评分标准一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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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检定统计资料

项 目 参 数

N 5
Kendall'sW 检定 0.956

卡方 83.556
自由度 11

渐近显著性 0.000

3 面料性能与试穿效果的关系

3.1 面料性能与阔腿裤外观美观性的关系

拟合优度检验,0≤R2 ≤1,R2 越接近1,回归平

面拟合程度越高;反之,R2 趋于0,拟合程度越低。由

表10可以看出,多元相关系数R=0.871,判定系数R2

=0.932,调整的判定系数R2=0.943。 表明整组回归

方程式,可解释因子变量差异的程度较高。
表10 模型摘要

模 型 R R2
调整后

R2
标准估算的误差

1 0.871a 0.932 0.943 2.36

  最后的T检验结果中,常数项B =1.324,其显著

性0.000<显著性水平0.05,故舍弃为0的虚无假设,
故该变量与因子存在线性关系。常数项不为0,回归系

数B1=3.24,B3=2.6,其显著性均小于0.05,B2=-
1.5,系数<0,表明弯曲硬挺度与美观性因子1为负相

关。可以得出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有意义,为:

y1=1.324+3.24×悬垂性+(-1.5)×弯曲硬挺

度+2.6×耐磨性 (1)
表11 系数

模 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Beta T 显著性

1 (常数) 1.324 0.099 12.495 0.000
悬垂性 3.24 0.083 1.254 3.410 0.000

弯曲硬挺度 -1.5 0.004 -0.462 -3.512 0.003
耐磨性 2.6 0.41 -0.012 -0.075 0.001

  从表12可知,常量为1.442,最后的回归方程式应

为:

y2=1.442+(-0.006)×折皱回复性 (2)
表12 系数

模 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Beta T 显著性

1 (常数) 1.442 0.873 10.152 0.001
折皱回复性 -0.006 0.76 -0.015 -0.034 0.000

  由结果可以看出,阔腿裤美观效果与悬垂性,耐磨

性为正相关,与弯曲硬挺度和折皱回复性为负相关,悬
垂性能、耐磨性能和折皱回复性能越好,弯曲刚度越

小,其余变量与阔腿裤外观美观性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对于预测阔腿裤外观性能的贡献不高。

3.2 面料性能与阔腿裤舒适性的关系

R=0.887,R2=0.935,调整后的R2=0.966,说

明模型1解释了总平方和的绝大部分,其模型拟合效

果很好。
表13 模型摘要

模 型 R R2
调整后

R2
标准估算的误差

1 0.887a 0.935 0.966 0.2451

  最后的 T 检验结果中,织物厚度显著 性 大 于

0.05,故无法舍弃其为0的虚无假设,显示织物厚度与

这些变量并无显著的线性关系。故可将织物厚度变量

的系数从回归方程中排除掉,其回归方程式为:

y3=0.411+13.361×透湿性+0.17×织物经密

+(-0.258)×织物纬密+12.689×透气性 (3)
表14 系数

模 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Beta T 显著性

1 (常数) 0.411 8.723 0.052 0.001
透湿性 13.361 3.892 0.208 1.588 0.001

织物厚度 0.26 0.078 0.129 0.935 0.333
织物经密 0.17 0.069 0.254 1.725 0.034
织物纬密 -0.258 0.084 -0.365 -3.001 0.009
透气性 12.689 3.606 0.625 3.574 0.000

  由表15得出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y4 =10.908-29.024×摩擦因数 (4)
阔腿裤舒适性与透湿性、织物经密和透气性为正

相关,与摩擦因数负相关,透湿性能和透气性能越好,
其余变量与阔腿裤外观美观性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对
于预测阔腿裤舒适性的贡献不高。

表15 系数

模 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标准化因数

Beta T 显著性

1 (常数) 10.908 0.873 12.495 0.001
摩擦因数 -29.024 2.706 -0.987 -10.724 0.002

  试穿效果评价分析结果:10#针织面料和19#面料,其
柔软度、悬垂度、触觉感受俱佳,试穿评价受到一致好评。
由公式(1)到(4),经计算,可以得出:阔腿裤美观效果从大

到小依次为:10#>6#>19#>16#>5#;阔腿裤舒适性从

大到小依次为:19#>10#>5#>16#>6#。

4 结语

研究了阔腿裤造型与面料性能和舒适性的关系,
通过背景资料的收集、面料的选择、试验数据分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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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制作、试穿评价,最后得出面料性能与制作效果之间

关系的一个过程。面料性能是在客观试验数据的基础

上,通过分类面料做出成衣,试穿的主观评价结果与客

观的分析存在线性关系。面料性能与阔腿裤的美观效

果和舒适性具有一定的线性回归关系,通过模型预测,
得出结论,10#针织面料与19#天丝面料的阔腿裤性价

比最高,因此可以运用面料性能试验数据找出外观效

果与舒适性良好的阔腿裤,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优化,对于阔腿裤的主

观评价,人为因素较大,每个人对于评分标准的理解不

同,虽然对评分标准不断改善,但主观误差还是无法避

免。在进行因子分析时,如果能增多些评价标准,提高

可比性,对于因子分析的提取和试验结果会更有意义。
回归分析中,若多增加样本变量,其回归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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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betweenShapeandComfort
andFabricPropertiesofBroad-leggedTrousers

YUANWei-wei1,XUEMeng-jiao2

(1.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105,China;

2.HenanUniversity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

  Abstract:Pantsfabricswereclassifiedthroughclusteranalysis.Fivekindsoffabricwereselectedtofinishpantsproduction.By
combingthesubjectivefittingevaluationresultsandobjectiveexperimentaldata,therelationshipbetweenfabricperformanceand
comfortandaestheticeffectofpantswasstudied.Throughstepwiseregressionanalysis,thelinearregressionequationoffabricper-
formanceandbroad-leggedtrouserscomfortandaestheticeffectevaluationwereobtained.Thefabricpropertieswithsignificantrela-
tionshiptoeachfactorwerescreenedout.Throughmultiplelinearregressionanalysis,thelinearregressionpredictionmodelwasob-
tained,whichhadacertainreferencesignificanceforthefabricselectionofbroad-leggedtrousers.

Keywords:broad-leggedtrousers;comfort;fabricproperty;aesthetic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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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LeafBionicElementsinSweaterPatternDesign
LITing1,2,MAOLi-li1,2,*,JINYuan-yuan1,2

(1.SchoolofFashionandArtDesign,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2.ShaoxingKeqiaoDistrictWest-texTextileIndustryInnovationResearchInstitute,Shaoxing312030,China)

  Abstract:Basedonthepopulartrendofbionicelementsinsweaterdesignandthemonotonyofdesign,theconceptandcharacter-

isticsofsweaterpatternbionicdesignwerestudied.Theapplicationformandartisticcharacteristicsofleafbionicelementsinsweater

patterndesignweresummarizedfromthreeaspects:shapebionics,texturebionicsandcolorbionics.Theinnovativedesignideaofleaf

bionicsweaterpatternhadalsobeenputforwardfromyarnselection,patterndesignanddecorationdesign.Researchshowedthatthe

shape,textureandcolorofleavescouldbeusedasdesigninspirationtomakesweatermorediverseandfashionable,meettheaesthetic

andemotionalneedsofconsumers,andprovidereferenceforinnovativedesignofsweaterpattern.

Keywords:bionicdesign;sweaterdesign;patterndesign;yarn;patterndesign;decoration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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