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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160/84A国家标准人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体肩斜度与服装背宽线的关系以及二者的理论模型。以3°
的公差改变人体模特的肩斜度,共变化5次,通过立体裁剪的方法获得衣身样板,将平面样板叠加,得到相应的数据,以此

对肩斜度与服装背宽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总结出衣身平面结构的变化规律,丰富女上装结构设计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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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部是与服装密切相关的人体结构,不仅能起到

支撑衣服的作用,还增加了人体和服装美的效果,其活

动比较频繁,对服装的肩部造型、领子的结构及服装结

构图中其他结构线的绘制有重要影响[1-2]。人体肩部

由上到下呈现一定的倾斜度,在服装人体测量时以肩

斜度来表示这一部位的变化,即肩斜度是指侧颈点与

肩点2点连线和水平线的夹角[3],它是影响服装结构

设计的重要参数。
人体与服装密不可分,不同体型对服装纸样的要

求不同。肩部因具有支撑服装的功能,一直是研究的

热点。目前对肩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肩宽、肩斜度对

服装、衣身、袖窿等方面的影响[4]。李扬等[5]利用垫肩

改变肩部结构得出肩斜度与袖窿夹角的相关性;张金

花等[3]对肩部研究得出肩部特征变量为肩宽和右肩斜

度,且得出肩宽、肩角度在不同数据范围内所对应的比

例,使肩部合体性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6]。但这

些都未涉及到肩斜度与服装背宽线位置的关系的研

究。
服装结构图上的背宽线是袖窿弧线的垂直切线,

它对袖窿弧线的绘制十分重要,探究肩斜度与服装背

宽线的相关性可使袖窿弧线的绘制更加精确,使服装

更加合体舒适[7]。通过试验及数据统计,分析肩斜度

与服装背宽线的相关性,并得出二者线性回归方程,为
女上装的结构设计提供思路。

1 试验部分

采用160/84A国标女上半身人台作为参照对象

和研究基础,利用珍珠棉以3°的公差增加人台的肩斜

度角度得到5种合适的人台模型。用立体裁剪的方法

在人台上制作三维样片,然后将三维样片转化为二维

样片并对样片进行适当的修剪。然后用硫酸纸将平面

纸样拓印下来,重合平面纸样并测量相关数据,用富怡

CAD软件把纸样重合图绘制出来,观察纸样上背宽线

的变化规律,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肩斜角度与背宽线的

的相关性。

1.1 主要材料与仪器

160/84A标准人台、珍珠棉、幅宽150cm的白坯

布、硫酸纸、铅笔、橡皮、剪刀、针插、直尺、水消笔、量角

器、富怡CAD软件,均为专业实验室标准化材料。

1.2 试验方法及过程

在160/84A人台上以3°为公差,用投影的方式在

背景墙上定位人台的肩斜度,通过珍珠棉补正人台得

到合适的肩斜度。分别在补正过的人台上,用立体裁

剪的方法裁剪出合体的上衣片,见图1。
将人台上的5种衣片取下并展开、修剪,用硫酸纸

将展开的平面结构图拓下来,分别给其编号为P1、P2、

P3、P4、P5。将5种纸样重合,观察其变化规律并测量

肩斜角度、背宽线的移动距离,测量方法如图2所示,
即测量平面展开图的肩斜角度,用富怡CAD绘制出5
种纸样的重合图,并用不同颜色标注出来,见图3。

2 试验数据统计与分析

2.1 试验数据统计

通过测量,得到P1~P5的5组数据,每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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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肩斜度、背宽线移动距离、肩线抬高距离,见表1。

(a)肩线抬高0°   (b)肩线抬高3°

(c)肩线抬高6°    (d)肩线抬高9°  (e)肩线抬高12°
图1 不同肩斜度的合体上衣

肩斜度

背宽线

图2 肩斜度与背宽线的     图3 结构重合图

测量方法

表1 各部位数据测量值

编 号
肩斜度
/°

背宽线移动
距离/cm

肩端抬高
距离/cm

P1 18 0.00 0.00
P2 15 0.25 0.78
P3 12 0.24 0.77
P4 9 0.24 0.77
P5 6 0.30 0.76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随着肩斜度的增加,背宽线

逐渐向外移动,移动的距离基本一致,并且随着肩斜度

的抬高,肩端抬高的距离基本相等。肩斜度与背宽线

移动距离的相关性以及肩端抬高距离与背宽线移动距

离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分析。

2.2 试验数据分析

肩斜度和背宽线移动距离的相关性如图4所示。
根据图中5个试验数据点的分布,通过回归分析,可以

得出肩斜度与服装背宽线的移动距离有较好的线性相

关关系,利用最小二乘法,设定2个待定系数分别为a

=
∑xy-

1
n∑x∑y

∑x2-
1
n
(∑x)

2
和b=y-ax,得到公式y=

ax+b。所得肩斜度和背宽线移动距离的回归关系式

为y=-0.085x+1.516。得到此线性回归方程式的

拟合系数R2=0.998。由此可知,二者的线性回归关

系有较好的拟合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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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肩斜度和背宽线移动距离的回归关系

肩端抬高距离和背宽线移动距离的相关性如图5
所示,根据图中5个试验数据点的分布可知二者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利用最小二乘法的原理求得肩端抬高

距离与背宽线移动距离的线性回归方程式y=0.310x
-0.010,得到此方程式的拟合系数R2=0.997,二者的

线性回归方程式的拟合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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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肩端抬高距离与背宽线移动距离的回归关系

2.3 试验结果分析

采用与人体测量要求一致的160/84A标准人台作

为研究对象,以保证试验结果的科学性与精确性,同时

采用合体的女装原型作为试验款式,减少了一定的误

差,使结果更加精确。
肩部结构不仅与肩斜度有关,还与肩宽、肩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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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8-10],在之前的研究中,BMI指数为体重(kg)
与身高(m)平方的值,它被认为是评价人体肥胖程度

的指标,常作为人体体型特征的重要参数。根据前期

研究,衣身肩斜度与人体肩斜度及BMI指数三者的线

性回归关系为:衣身肩斜度=11.853+0.294×人体肩

斜度+0.135×BMI指数[11]。当知道人体肩斜度和

BMI指数时,利用此回归关系式就可以准确知道适应

人体的肩斜度。然后再利用肩斜度与服装背宽线的回

归关系式y=-0.085x+1.516就可以得到除标准体

型以外人体的服装背宽线的位置,以绘制合适的袖窿

弧线,为绘制合体女上衣结构图提供了理论基础。随

着时代的发展,服装的造型越来越多,同样肩部造型的

变化也越来越多,当肩端需要抬高以满足造型的需要

时,肩端抬高距离与背宽线的回归关系式y=0.310x
-0.010,就可以为绘制造型所需要的结构图提供理论

基础。在原来绘制结构图的基础上采用文中的结论,
可以让服装的合体舒适性有所提高。

3 结论

通过试验及数据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肩斜度与服装背宽线有一定的相关性,线性回

归方程为y=-0.085x+1.516,当肩斜度变小时,服
装背宽线就相应地向外移动以满足服装的整体平衡。

(2)随着肩斜度的变小,肩端逐渐上抬,肩端抬高

距离与背宽线的移动距离有一定的相关性,其线性回

归方程y=0.310x-0.010。
这2个线性回归方程式能够推算出肩斜度对应的

服装背宽线的位置,对肩部创意造型结构图的绘制及

女装结构图的绘制有一定的帮助。但由于是在人台上

进行,根据此结果制作的服装的运动舒适性有待评价。
在以后的研究中,制作的样衣可在体型合适的人体模

特上试穿,并得出不同运动角度的舒适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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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betweenShoulderSlopeandGarmentBackWidth
HAOXiao-xiao,TUOWu*,WANGXiao-yu

(FashionInstitute,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451191,China)

  Abstract:With160/84Anationalstandardmannequinastheresearchobject,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shoulderslopeand

clothingbackwidthlineandtheirtheoreticalmodelwerediscussed.Theshoulderslopeofmannequinwaschangedwithatoleranceof

3°forfivetimes.Throughthethree-dimensionalcuttingmethod,thebodypatternwasobtained,andthecorrespondingdatawasgot

bysuperimposingtheplanepatternmodel,soastoanalyzethecorrelationbetweenshoulderslopeandclothingbackwidthline.The

changelawofgarmentplanestructurewassummarized,toenrichthetheoreticalknowledgeofclothingstructuredesign.

Keywords:shoulderslope;clothingbackwidthline;shoulderstructure;regression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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