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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满足老年女性对服装穿着的需求,提高服装企业对老年服装的研发与生产效率,从不同地区老年女性人体

体型的分析出发,解析国内外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的研究进展,指出目前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老年

女性衣身原型研究应以数字化技术为主要支撑,从而建立高效的老年女性服装系统,为功能性与智能化老年服装的发展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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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拥有较强消费能力的

老年人有着多样化的服装需求[1],在老年人口数量、购
买能力和购买欲望三大动力的促使下,老年服装市场

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2]。然而,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使

体型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从而对服装结构有更高的要

求,但当下的服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实际可用的

老年服装纸样作为基础,导致生产成本加大,利润降

低,服装尺寸也不符合老年人体型特征,进而造成老年

人穿着不舒适以及购买服装困难等问题[3-4]。虽然老年

人体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身体灵活性降低,但对服装

结构与款式的要求依然存在,且期望服装易于穿脱,为
身体提供最大的舒适性,兼具适当的外观和功能[5-6]。

老年人体体型特征与服装原型的研究对老年消费者、
服装制造商和服装销售人员至关重要[7]。

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穿着需求,保证服装企业能够

快速、合理生产老年服装,基于老年女性人体体型特征

的研究进展,阐述国内外不同时间阶段所建立的老年

女性衣身原型的特点,提出老年女性衣身原型在服装

生产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老年服装未来的发展趋势

进行探讨。

1 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的发展现状

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

占总 人 口 的 18.7%,65 岁 以 上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13.5%,10年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上升了

5.4%,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上升了4.6%,图1显示

近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增长情况。全球老龄化程

度继续加深,目前老龄化排名第一的是日本,其次是意

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图2),进一步加深的老龄化社

会将激发老年服装市场发展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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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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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结构研究者先以人体体型研究为基础建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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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数据库,进而对目标人群进行服装基础版型的构建。
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以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的研究为

切入点,探索老年女性服装的发展。对于老年女性服

装原型的构建而言,以老年女性体型为基础才能更科

学地建立符合老年女性体型特征的服装原型纸样[8],
这对满足老年女性服装的穿着需求尤为重要。

1.1 老年女性体型特征

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获知美国是第一个研究老年女

性体型的国家,1993年美国研究者选取了年龄在60~
88岁的女性,进行锻炼对老年女性体型是否有影响的

感知试验[9]。其次,在1997年,日本学者将35~64岁

年龄区间划分为中年女性,将65~94岁划分为高龄女

性,并进行服装与身体适配度的研究[10]。当一个国家

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就意味着这个国家

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是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

会,2001年我国东华大学研究人员第一次对上海地区

100名45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实施体型测量试验并对

其进行体型变化分析[11]。

2004年至2021年我国辽东地区、中原地区及江浙

地区纷纷开展了中老年女性人体测量与体型分析,测
量对象的年龄阶段在40~75岁之间。随着测量地区

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对老年群体服装结构的研究

工作逐渐增加。2010年我国东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咏

梅[12]有针对性地进行年龄的划分,随机抽取成都地区

45~60岁女性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得知此地区的中老

年女性上身体型在围度方面变化较大;人体的高度、长
度随年龄增长有所降低,体型特征表现为胸部下垂、胸
腹前突、后背曲弓。同年,卜彤彤等[13]分析了浙江地

区40~70岁的中老年女性人体数据得出中老年女性

上半身体型特征。研究指出,中老年女性随着年龄的

增加,胸部下垂,背部脊柱弯曲度增加,后背长增加,身
体向前倾有驼背体型特征,整体体型趋向于肥胖体。
国外研究者YoungLimChoi等[14]也在2010年对246
名18~49岁女性进行三维扫描,从扫描数据中提取女

性背部空间和侧面角度,将测得的体型分为三类,计算

背部弯曲角度生成logit模型,随机抽取样本带入模型

计算其归属类别的概率,为生成中老年女性服装原型

及服装定制提供技术支持。

2014年浙江宁波大学尹玲博士[15]借助有序样本

最优分割法将女性体型按年龄段合理划分为青年、中
年与老年3个年龄段,经研究发现,女性随着年龄增

长,身高呈降低趋势,体重、胸围、腰围、腹围、臀围明显

增长,胸腰差和臀腹差明显减小,肩部形态变化较小,
背长值增加。2016年于晓坤等[16]在上海市招募50~
70岁中老年女性进行人体数据测量,对有效样本进行

对比,分析得出中老年女性围度尺寸普遍增加,体型有

明显发福趋势。2019年刘宝宝等[17]选取西安地区40
~60岁中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应用数据分析客观总

结出中老年女性体型在围度方面总体趋于肥胖。2021
年王春茹等[18]对湖北地区60~75岁老年女性进行非

接触三维人体扫描,获取了与颈部相关的数据,老年女

性颈部围度、宽度、厚度增大,长度缩短,颈根部截面为

长圆形,同时,颈围的平均值比青年女性大且有增粗的

趋势。2021年韩国学者 HyunsookHan等[19]使用三

维扫描技术获取青年与中老年女性身体数据。通过数

据分析总结出,直立姿势下中老年女性上半身更倾向

于前方,胸围较大,但是胸部突出较小,因此在原型结

构上胸部浮余量的角度小于青年女性。
通过分析近17年的国内外老年女性体型研究可

总结出,老年女性上半身变化的部位有颈部、胸部、腰
部、腹部、臀部和背部,围度、宽度和厚度呈现增加趋

势,胸腰差和臀腹差显著减小,突出特征表现为胸部下

垂、腹部凸起及背部弯曲,体型类别多集中于肥胖体与

驼背体。

1.2 老年女性衣身原型

原型是服装构成与样板设计的基础。对于体型特

殊的老年女性而言,建立适用的老年女性衣身原型是

上装设计的关键要素。我国中老年女性体型研究最早

开始于2001年,东华大学学者李兴刚等[11]通过学校企

业科研合作项目对老年女性进行人体测量并进行相关

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对标准人台进行补正获取中老年

女性人台,进而通过立体剪裁的方法得到老年女性衣

身原型。同年,韩国学者Jiyoung[20]选择271名40~
50岁且胸围95cm 以上女性进行三维扫描。根据体

型特征在虚拟仿真系统中进行中老年女性的人体模型

建立,基于立体剪裁的方法建立衣身原型,并得出研究

结论。肥胖体型的胸围比青年女性平均增加7.45
cm,前胸、后胸尺寸大,胸围线下垂,腰部和腹部突起

使得正面余量减小,臀部要在背面设置更多的余量。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计算机领域,通

过计算机辅助技术可快速得到符合目标人群人体体型

特征的服装结构,同时也为定制化服装的批量生产奠

·54·     2022年第5期             服装服饰




定了基础。2016年韩国的研究者Sin-AeChoi[21]为了

给60多岁的老年女性开发出适合她们穿着的舒适服

装进而对老年女性衣身原型进行深入研究,选取60多

岁女性为测量样本,借助三维扫描技术获取胸部、腰
部、臀部包括厚度、宽度、周长等人体尺寸数据,借助计

算机技术直接在虚拟仿真系统中进行平坦处理,根据

老年女性实际穿着情况进行结构优化从而得到老年女

性衣身原型。2018年武汉纺织大学郑盈盈等[22]使用

三维人体测量系统测出115名60~75岁老年女性人

体数据并对其进行研究,利用老年女性胸腹差值、臀腹

差值,综合分析数据,选取中间体数据,参照刘瑞璞女

装标准纸样,基于各细部的回归关系建立了纺大老年

原型,为舒适、美观的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结构设计提供

重要参考。2018年Su-JoungCha等[23]研究者利用三

维人体测量数据,依照已有的原型纸样经平面再设计

得到4种老年衣身原型,采用3D模拟状态下的穿着外

观状态、穿着压力状态及空间量进行评估,结果表明B
原型是最适合老年女性穿着的衣身原型。我国老年女

性衣身纸样的发展历程总结见表1。

表1 我国老年女性衣身纸样的发展

年 份 2001年 2002年 2005年 2007年 2018年

研究单位 东华大学 东华大学 温州大学 辽东学院 武汉纺织大学

研究者 李兴刚 张向辉 陈明艳 腾洪军 郑盈盈

样本年龄/岁 45~65 60~69 60以上 40~70 60~75
人体测量 接触式测量 接触式测量 接触式测量 接触式测量 三维扫描测量

中间体/cm 胸围 92 94 92 94 100
腰围 82 84 90 86 90
腹围 96 97 95 — 93
臀围 97 97 95 100 98

胸腰差 10 10 2 8 10
胸腹差 -4 -3 -3 — 7
臀腹差 1 0 0 — 5

原型构成方式
以补正的人台为基础立裁 以东华原型为基础设计 以日本新文化式原型为

基础设计
构建数学模型进行原型
设计

以刘瑞璞原型为基
础设计

原型纸样

  服装纸样研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融合多个领

域的技术且专业性较强,老年女性服装原型的研究正

是如此,近几年老年女性人体测量与体型分析的研究

明显增加,但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的研究仍处于探索与

实践阶段。

2 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研究存在的不足

服装生产过程就是将服装面料制为成衣的加工过

程[24],其基础环节之一是通过服装原型设计出服装款

式纸样。实际上,随着人体测量技术的不断进步,计算

机辅助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对老年人体测量获得全

方位的人体数据,结合标准青年女性原型理论对老年

女性衣身原型各部位尺寸进行量化从而得出老年女性

服装原型[25],但是现有的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研究仍存

在以下问题。
(1)老年女性人体测量范围具有局限性。服装原

型是从人体结构与人体尺寸出发,原型各部位与人体

结构相互对应,紧密衔接[26]。目前对于老年女性人体

数据的采集,仅仅是针对全国部分地区进行测量获取

人体数据,但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老年女性衣身原型

不能保证适用于全国不同区域的老年女性群体。
(2)老年女性服装系统的开发较迟缓。服装原型

是服装结构的基本构成因素,应用自由度高且灵活性

强的老年女性衣身原型进行老年女性服装款式结构设

计[27],采用计算机技术搭建老年服装系统,不仅为高

效获取企业所需的老年服装纸样提供支持,还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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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对服装舒适性与美观性的需求。
(3)缺乏服装企业的实际生产应用与意见反馈。

对于老年服装的研发,不仅需要学者逐渐完善老年服

装结构理论体系,还需要服装企业的协助来验证所建

立的服装原型的实际应用情况,进一步将研究结果推

进到实际生产使用中。

3 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研究的发展趋势

3.1 数字化技术的运用

服装产业中非常关键的环节是人体尺寸的测量,
人体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将对服装结构和质量产生

直接影响。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体尺寸获取

的方法逐渐趋于便捷,通过人体尺寸数据对人体体型

进行分析,以明确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体型之间的变化

特征与规律,为服装的结构设计与制版奠定基础。
服装原型是在三维人体数据与人体体型分析共同

作用下研究设计,我国的三维人体扫描技术研究起步

较晚,但有不少高校都研究出不同的三维人体测量系

统[28-29],而应用非接触式测量人体尺寸数据可为老年

女性人体体型分析提供更加精确的数据支撑。基于二

维平面图像的人体尺寸测量,通过计算机系统分析人

体正面与侧面的视图并从中提取基准点,其测量过程

包括图片去噪、轮廓提取、特征点划分、尺寸采集,此方

法的应用可以解决老年群体中部分被测者实体测量不

方便的问题[30]。同时,采用深度摄像头捕捉人体的三

维形态与对应算法相结合进行运算得到人体尺寸数据

的测量方法,为大范围获取不同地区老年群体的人体

尺寸提供了实施条件,为建立适合不同地区的老年衣

身原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深度摄像头及其算

法是服装虚拟试衣领域开展的前提条件[31-32]。

3.2 老年女性服装系统

通过对老年女性人体进行测量,得到老年女性人

体各部位的详细数据,以此为基础建立老年女性人体

数据库,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女性服装的研发[33]。基

于老年女性人体数据库进行老年服装系统的开发,所
构建的老年服装系统包括:人体数据库、服装原型数据

库、服装款式数据库。依据老年人体数据库制定不同

的尺寸规格,根据科学合理的号型规格设计老年服装

原型,包括:老年女性箱型原型、老年女性梯型原型、老
年女性袖原型等,进一步完善老年服装基本款式数据

库。老年女性服装系统如图3所示。构建完成老年女

性服装系统,以期能大大缩短老年服装的研制周期,降
低服装企业生产的费用,解决服装产业生产老年服装

的高效要求,满足老年人群对服装结构舒适性、美观性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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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老年女性服装系统

3.3 功能性与智能化的老年服装

为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功能性与智能化老年服装有着广阔的发展空

间。功能性与智能化相结合的服装是将服装与科技联

合形成一种实现特定功能的高科技产品[34],老年人智

能服装的开发需将合适的服装结构、先进纺织材料、传
感器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等结合。Fun
N等[35]探讨了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医疗服装产品,包括

压力服装和运动感知服装等。於凌等[36]将生物传感

器、导电纤维等柔性显示设备与服装有机连接,设计了

老年健康监测智能服装。2017年,任祥放等[37]研究设

计了一款具有太阳能持续供电、快速可控升温的保暖

充电老年人服装。訚珺等[38]通过多传感融合模式实

现及时通信功能结合保护老年人的骨骼、关节、皮肤的

防护材料,设计了一款老年防跌倒智能服。
基于老年人的人体体型特征与日常生活特点的老

年服装原型是实现老年智能服装的基础环节,为老年

服装的智能化、数字化奠定了基础,更好地满足老年人

对智能服装美观性、舒适性与便携性的需求。

4 结束语

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双重推动

下,我国将会拥有较大的老年服装市场。以老年女性

体型特征分析展开,阐述了国内外老年女性衣身原型

的研究现状,结合老年女性衣身原型在服装生产中的

应用,对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解析,
归纳总结了关于老年女性衣身原型研究的未来发展趋

势,同时提出了老年服装研究需要完善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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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范围更广、样本量充

足的老年人体测量,获取老年人体数据,进而构建全国

老年人体数据库,依据老年人体数据库对老年人体型

进行详细的分类,建立适用于整体老年人群的体型分

类标准。
(2)根据不同的老年体型类别,建立符合老年人体

型特征的服装原型纸样,满足老年人群对服装舒适性

与美观性的需求,同时也可提高服装企业生产老年服

装的品质,降低生产成本,为服装企业开拓和发展老年

服装市场奠定基础。
(3)未来的老年服装发展必然更加数字化与智能

化,这使得拓展老年服装的实践应用以及完成科学合

理的老年服装评价系统的研究急不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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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andTrendofClothingPrototypeforElderlyWomen
ZHANGJiajia1,PANLi1,2,*,ZHOUBaixue1,2

(1.CollegeofFashion,DalianPolytechnicUniversity,Dalian116034,China;

2.NationalExperimentalTeachingDemonstrationCenterforClothingDesignandEngineering,

DalianPolytechnicUniversity,Dalian116034,China)

  Abstract:Inordertomeettheneedsofelderlywomenforclothingandimprovetheresearch,developmentandproductionefficien-

cyofgarmententerprisesforelderlyclothing,startingfromtheanalysisofthebodyshapeofelderlywomenindifferentregions,the

researchprogressofthebodyprototypeofelderlywomenathomeandabroadwereanalyzed.Theshortcomingsofthecurrentresearch

onthebodyprototypeofelderlywomenwerepointedout.Inthefuture,prototyperesearchofelderlywomenclothingshouldbemain-

lysupportedbydigitaltechnology,soastoestablishanefficientelderlywomen'sclothingsystemandlayafoundationforthedevelop-

mentoffunctionalandintelligentelderlyclothing.

Keywords:elderlywomen;bodyshapecharacteristic;bodyprototype;garment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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