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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定位童装是近几年全球纺织服装消费市场的热点,我国虽很早就开始研究智能定位童装,但普及程度相

对较低,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促进智能定位童装的发展,从定位元件,服装款式、面料与色彩,元件与服装的结

合三方面详细阐述了智能定位童装的发展现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消费者对智能定位童装的认知与需求,进而

指出智能定位童装存在定位安全隐患、不方便洗涤以及价格过高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提出了未来智能定位

童装的发展建议,即为童装开发专用定位元件、注重童装的舒适性与针对性设计、智能定位童装走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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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走失事件的频繁发生,无疑给家庭和社会都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儿童作为弱势群体,自我保护能

力较弱,除了在法律、制度上给予相应的措施保障,也
需要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智能设备来保护儿童。因

此,以智能手环、儿童手表为代表的智能可穿戴产品席

卷而来,在可穿戴市场上刮起了一阵热潮。但这类产

品在佩戴的过程中,不仅容易受到碰撞、进水失效,还
非常容易被取下或忘记佩戴,这就为智能定位童装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纺织

服装技术的蓬勃发展,也为智能定位童装的研究与开

发提供了可能。

1 智能定位童装的发展现状

智能定位童装分为定位系统及服装造型两方面,
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研究。近几年国内大量服

装企业开始涉足智能定位童装,且大多数产品都主要

针对学龄前和小学阶段的儿童,包含的功能既有相似

又有不同。例如“哈儿堡”智能童装具有精准定位、历
史轨迹查询、完全护栏、危险区域报警、生命体征监测

等功能;“范范熊”智能童装与监护人手机或智能手环

相连接,具有距离提醒、位置监控、实时监听的功能;赛

亿科技公司的智能童装使用了无线充电的技术,具有

可水洗、五重定位、智能感温的功能。除此之外,也有

大量的研究人员正对智能定位童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开发,例如优化定位元件[1-2]、创新设计定位童装的款

式造型、对定位元件在童装中的放置位置进行深入分

析、对定位元件与童装结合的方式进行创新等。

1.1 定位元件

定位元件是整个智能定位服装的功能实现单元,
负责信息的采集检测与反馈传输,包括定位模块、通信

模块、电池和电路等。至今为止,运用于服装的定位元

件种类繁多,宇文塔曼[3]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类导航传

感器进行了评价分析,并得出GPS的综合得分最高,
当信号较弱时可选择蓝牙进行配备。由于其不同的使

用目的和工作原理,不同的定位元件在多方面都呈现

出了不一样的效果。在服装上主要分为近场定位和远

程定位。以下是三类常用于服装的定位元件。

GPS技术作为最传统的定位方法,已广泛运用于

服装领域中,其基本原理是:卫星不断地发送自身信

号,用户终端接受信号后,经过计算得出具体位置,从
而进行精确定位[4]。GPS定位技术的覆盖范围大、系
统较为稳定,但由于需要接收GPS卫星信号,当设备

处于室内时,大量的障碍物会导致定位误差,因此GPS
定位技术常用于室外位置定位,或利用 WIFI、基站等

技术进行辅助定位。陈微[5]利用GPS-WIFI芯片设计

了一款防水的无线充电防走失贴;许黛芳等[6]介绍了

GPS/GPRS与传统卫星定位相结合的A-GPS芯片,并
将其安装在阿尔兹海默病老人服装上,实现了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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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刘力源[7]阐述了防走失服装中GPS数据的采集与

处理。
蓝牙技术是近几年较为流行的近场定位技术。最

具代表的是苹果公司发布的ibeacon,其核心是低功耗

蓝牙传感技术。其基本原理是,通过低功耗蓝牙,iBea-
con基站可以自动创建一个定位信号区域,当终端的定

位设备进入该区域时,可直接使用手机APP唤醒整个

程序并进行定位信息采集与传输[8]。iBeacon技术弥

补了GPS的不足,在降低电量消耗的同时提高了室内

近距离定位的精度;与NFC相比,iBeacon的信号范围

大大提升;另外,iBeacon元件具有可水洗的优点。苏

春芳[9]利用蓝牙技术实现了用户室内运动轨迹的可视

化;刘亚平等[10]介绍并对比了目前市场上的3种iBea-
con定位元件,并对iBeacon定位元件在儿童针织服装

中的设计应用进行了描述;洪文进等[11]详细分析了

iBeacon的基础性能,并对童装穿着状态下低功耗蓝牙

信号的传输灵敏度进行了分析。

NFC技术(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是电子设备间

非接触式点对点数据传输技术[12],使用者可用手机轻

轻触碰NFC芯片,终端APP便会向紧急联系人发送

位置信息。NFC具有超轻薄、成本低、体积小(一元硬

币大小)、可水洗等优点,与蓝牙技术相比,尽管其传输

速度略慢于蓝牙,但不需要像蓝牙一样频繁的配对。
贺义军等[12]应用NFC技术和碳纤维发热膜设计了一

款具有报警定位、发热理疗的针织棉毛混纺半裙,并详

细介绍了 NFC芯片工作的流程。沈雷等[13]阐述了

NFC技术的应用现状,将 NFC芯片与服装纽扣相结

合,制成了特殊的 NFC纽扣运用于服装上,并对其进

行了性能评估。曾紫薇等[14]描述了女性智能安全服

装的设计模式,并完成了具有NFC芯片定位功能的礼

服设计。

1.2 款式、面料、色彩

智能定位童装作为服装种类中的一种,同样也包

括款式、色彩、面料三方面的设计。普通童装更注重造

型外观及面料色彩上的美观设计,而定位童装在时尚

美观的基础上,更注重电子元件与童装的融合性以及

童装的穿着舒适性。
目前已有的定位童装款式,大多为衬衫、卫衣、夹

克外套、POLO衫等,这些款式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即
穿着较为宽松。因此,现阶段的童装在款式设计上,一
般采用H型和A型的宽松样版,减少服装对儿童身体

的束缚。刘青[4]设计了3~10岁男女童棒球服外套,

姚琳涵[15]设计了6~8岁女童卫衣,吴艳[16]设计T恤

和Polo衫作为男女童幼儿园园服。也有研究表明,在
儿童服装设计的基本型、运动型、休闲型与职正型4种

风格中,最受家长欢迎的是休闲型和运动型款式。
儿童服装面料的选择是实现整体设计的关键。针

对儿童的身体特点,宜选择柔软、吸湿透气好、无危害

的纯棉等天然纤维,同时考虑到儿童的活动量较大,可
选择弹性好、运动功能强、不易脏且耐磨易洗的布料。
弹性较好的针织面料是目前定位童装的首选面料。李

仪[17]提出春夏季可选用麻纱布、条格布、泡泡纱等,秋
冬季可选用灯条绒、摇粒绒、斜纹布等。

在色彩设计上,服装是儿童接触色彩最直接的方

式,对儿童身心和智力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

此童装的色彩设计不仅要符合流行特色,还应遵循不

同阶段儿童生长发育和身心心理的特点[18]。

1.3 定位元件与童装的结合

定位元件与童装结合包括元件的放置位置以及元

件的结合方式,不仅需要考虑元件的体积、质量、材质,
还需要结合考虑童装的款式结构,保证元件和童装的

可拆卸性。考虑到儿童活泼好动的行为,定位元件应

尽量避开袖口、领口等活动量大且易脏的部位,因此胸

口、下摆、侧缝、后背、帽子是较好的选择,也是目前市

场中普遍采取的位置。姚琳涵[15]在衣帽底部缝制隐

形口袋放置定位元件,利用魔术贴固定开口;也有学者

指出,胸部和腰部都是S型,应将定位部件安装在垂直

颈部左下5cm左右,臀部向上3cm左右[19]。定位元

件与服装相结合可以采用嵌入式的工艺手法,即将元

件以隐形口袋的形式固定在衣层之间;还可以将元件

与服装配件相结合,例如纽扣、前胸袋、贴布绣等[20]。

刘亚平[10]在T恤正面设计拉链来实现定位元件的拆

卸与安装。

2 关于智能定位童装的调研分析

通过访谈30岁以下、30~40岁、40岁以上的消费

者,了解他们对智能定位童装的看法,并进行深入的探

讨。基于访谈结果设计了关于智能定位童装的调查问

卷并进行发放,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研究消费者对智能

童装的认知及需求,并提出目前智能定位童装存在的

问题及其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为以后的研究开发做一

定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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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共收回问卷67
份,剔除无效问卷1份后,得出有效问卷66份,回收有

效率为98%。

2.1 认知分析

见表1,在被调查的66位消费者中,有小孩和没有

小孩的被调查者各占一半比例,符合针对不同人群的

分类分析。通过对比有小孩和没有小孩的被调查者数

据,发现有小孩的被调查者更了解智能定位童装。从

整体上看,对于智能定位童装的了解程度,将近一半的

被调查者表示完全不知道,但同时,大部分的被调查者

又认为开发这样的童装有必要且有购买意愿,由此可

见,虽然智能定位童装并没有在消费者中推广普及起

来,但其市场需求是真实存在且迫切的。
表1 认知分析

特 征 描 述 样本数 百分比/%

是否有小孩 有 33 50
没有 33 50

是否了解智能定位童装 完全不知道 29 43.94
不了解 10 15.15
一般 17 25.76
了解 7 10.61

非常熟悉 3 4.55
开发智能定位童装的必要性 毫无必要 2 3.03

不太必要 4 6.06
一般 20 30.3

较必要 22 33.33
非常必要 18 27.27

是否会给孩子购买智能定位童装 会购买 54 81.82
不会购买 12 18.18

2.2 需求分析

见表2,对于智能定位童装的价格,只有三分之一

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500元以上,且没有人能接受超

过1500元;同时,从被调查者的担忧中也能看出,价
格过高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智能定位童装的重大因素。
从“最在意的服用性能”和“购买担忧”可以看出,被调

查者担心定位元件对儿童造成身体伤害及信息泄露的

比重最高,即对智能定位童装功能性和安全性的需求

较大。另外,对服装的穿着舒适性和易洗涤性的需求

也较高,而对服装的美观性需求并不强烈,因此在款式

设计上可以采取基本的经典款。

2.3 问题分析

2.3.1 定位存在安全隐患

智能定位童装的安全性问题,主要包括三方面:一
是定位元件本身的物理安全隐患[21],二是定位信息的

精确度与稳定性问题,三是定位数据的泄露隐患。

首先,定位童装需长时间穿着在儿童身上,有时因

功能要求会贴身穿着,因此对产品的安全性能有更高

的要求,例如元件是否存在辐射、元件材质是否安全

等。其次,正如上文所介绍的3种定位系统,GPS常用

于室外的远距离定位监护,蓝牙和 NFC都是近场定

位,单独使用某一种定位元件很难完成儿童的任意场

合定位监测,因此,若想实现室内室外连续稳定且精度

较高的定位,则需要融合多种定位方式或增设更多的

基站,不仅要提高室外和室内的定位精度,还要解决室

内室外场景切换的衔接问题[22]。最后,在这样一个

“全面触网”的时代,儿童定位技术虽在预防儿童走失

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儿童的定位信息也面临着被

泄露、被交易、被滥用的风险,面对日益严峻的儿童信

息安全问题,监护人、执法机构和政府机关等多方面都

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儿童的安全[23]。
表2 需求分析

特 征 描 述 样本数 百分比/%

可以接受的智能定位童
装价格 <300 21 31.82

300-500 29 43.94
500-800 12 18.18
800-1500 4 6.06
>1500 0 0

最在意的智能定位童装
的服用性能

功能性 33 50.00

美观性 16 24.24
舒适性 29 43.94
耐用性 6 9.09
安全性 26 39.39
趣味性 1 1.52

使用方便性 11 16.67
购买智能定位童装的担忧 不够美观舒适 8 12.12

不方便洗涤 31 46.97
价格过高 33 50.00

设备不会操作 12 18.18
定位信息不准 23 34.85
定位信息泄露 35 53.03

定位元件不够隐蔽 12 18.18
定位元件对儿童身体有伤害 41 62.12

2.3.2 定位童装不方便洗涤

洗涤问题一直是智能服装发展的一个难点。目前

对于电子元件的洗涤问题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对电

子元件进行防水性的密封包覆设计,实现元件不可拆

卸地固定在服装上,服装可进行多次水洗;二是对电子

元件在服装上的放置进行可拆卸的设计,当服装需要

进行洗涤时,可以便捷地拆除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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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定位童装价格较高

儿童正处于身体发育最快的阶段,体型变化大,对
服装的更换需求较大,且家长若想实现全天候实时定

位监控,便需要购买大量且不同季节不同类型的定位

童装,以满足各种场合及天气穿着,投资量过大;除此

之外,与普通童装相比,定位童装增加了电子元器件部

分,在制作与开发的成本上自然会高于普通童装,并且

在使用过程中,长期的数据传输与分析也需要专业人

员进行维护。

3 智能定位童装的发展建议

3.1 为童装开发专用定位系统

为儿童开发专用的定位系统是定位童装未来发展

的关键。定位系统包括两方面的设计,一是佩戴在身

上的定位元件,二是定位信息接收显示的终端软件。
针对儿童这样特殊的群体,首先要提高定位元件

的安全性能和服用性能;其次,简化或省去定位元件佩

戴者(即儿童)的操作,通过监护人或联系人终端设备

的软件进行所需功能的操作,避免儿童操作不当影响

定位功能;最后,优化定位元件的体积与质量,实现体

积微型化、质量轻便化。
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对于终端软件的开发,应更

注重其兼容性和稳定性,便于在更多的智能设备上使

用,利于普及和推广产品。

3.2 注重智能定位童装的舒适性和针对性设计

服装的舒适性首先取决于服装本身的面料,随着

纺织产业的不断发展,大量新型面料涌现出来,将极大

助力智能定位童装的研发。另外,定位元件的放置位

置会影响服装整体的穿着舒适性。由于定位元件的形

态是固定不变的,且定位元件的物理属性与纺织材料

的物理属性截然不同,因此,要想实现电子元件与服装

的完美融合,需要对定位元件的放置位置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例如避开肢体活动的关节区域,同时更注重童

装定位区域的细节设计,从而减少定位元件带来的穿

着异物感。
定位童装的针对性设计是未来童装行业发展的必

然。儿童是人体生长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不同年龄阶

段的儿童在体型和行为上的特征有显著的差异,同时,
相同年龄、不同地域的儿童,体型、行为等也存在着不

同[24],因此,对儿童的年龄段、体型、地域、行为等特征

进行细分(包括对特殊体型儿童),设计更符合儿童需

求的定位童装,将更好地实现舒适性和实穿性。

3.3 智能定位童装走进校园

在重视和提倡校园文化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学校

要求在校期间统一着装,穿着校服,因此,将定位功能

与校服相结合必定是未来定位童装设计的热点。同

时,随着智能化、自动化的发展,“智慧校园”的理念被

提出,通过物联网连接校园的各个物件,实现校园活

动、学习、生活的一体化,从而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
智慧校园为定位校服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可以通过

校服监测学生所在位置,也能完成日常签到打卡等工

作。智能定位童装的校服化发展,将为后续儿童学习

习惯研究、行为分析研究奠定基础,为学校及家长的管

理与监护提供便利,最终也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4 结语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儿童人数会不断增加,儿童

问题将会是未来社会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

智能定位童装进行持续的研究开发将具有极大的意义

和市场潜力。联系人可通过智能定位童装实时了解儿

童的地理位置,在预防儿童走失和寻回走失儿童方面

将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智能定位童装的发展也将带

动其他相关的智能服装发展,为智能服装整体向前迈

进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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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tatusandSuggestions
ofIntelligentPositioningChildren'sClothing

YINGQian-ge,DENGYong-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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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telligentpositioningchildren'sclothinghadbeenahotspotintheglobaltextileandapparelconsumermarketinrecent

years.AlthoughChinahadbeguntostudyintelligentpositioningchildren'sclothingveryearly,itspopularitywasrelativelylowand

couldnottrulymeettheneedsofconsumers.Inorder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intelligentpositioningchildren'sclothing,the

developmentstatusofintelligentpositioningchildren'sclothingwaselaboratedfromthreeaspects:positioningelement,clothing
styles,fabricsandcolors,andthecombinationofelementandclothing.Bymeansofquestionnairesurveys,consumers'cognitionand

demandforsmartpositioningchildren'sclothingwereanalyzed.Itwaspointedoutthatthereweresomeproblemsinintelligentposi-

tioningchildren'sclothing,suchashiddensafetyhazards,inconvenientwashingandhighprice.Correspondingsolutionswerepro-

posed.Thesuggestionsforthedevelopmentofintelligentpositioningchildren'sclothinginthefuturewereproposed,thatwas,tode-

velopspecialpositioningcomponentsforchildren'sclothing,payattentiontothecomfortandtargeteddesignofchildren'sclothing,

andintroduceintelligentpositioningchildren'sclothingintothecampus.

Keywords:positioningelement;children;clothing;safety




















 



欢迎订阅《纺织科技进展》杂志!
邮发代号:62-284 

海外发行代号:DK51021

·22· 纺织科技进展            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