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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婴幼儿各部位尺寸为出发点,分析婴幼儿的体态特征和结构特点,总结出婴幼儿服装的结构设计要素,并

结合实际对婴幼儿服装的领部、袖部和裤子等部位进行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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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服装产业越来越重视婴幼儿服装的

研究和改进,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处在不断

完善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对婴幼儿服装的研究水平不

一,我国还处于中等水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

提高,人们在人才、教育、文化、家庭、消费等方面的观

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八大之前的计划生育国策深入

人心,使每一个家庭倾尽心力和财力,用来培养、教育

和呵护儿童,婴幼儿服装作为息息相关的日用品,成为

众多家长挑剔和考究的对象。十八大之后,放开二胎

生育政策,势必会出现大批新生儿,给我国童装产业带

来良好的发展机遇[1-2]。现从服装结构设计的角度研

究婴幼儿服装,并立足于身体尺寸数据,设计出舒适与

美观性并存的儿童服装。

1 婴幼儿成长速度分析

婴幼儿的体型在各个成长阶段都有着显著的不

同,身高、身体各个部位的尺寸比、围度等都具有明显

的变化,整理分析现有资料可知,常见的0~3岁婴幼

儿各个部位的尺寸数据见表1[3-4]。
分析可知,1岁以内的婴儿成长发育迅速,身体各

个部位的尺寸变化较大,而2岁以后生长发育速度开

始减缓。
研究婴幼儿服装结构,不仅要对婴幼儿各个部位

的尺寸进行研究,更应该考虑其功能性,必须与婴幼儿

的生理特征结合起来。婴幼儿各个时期的生长发育情

况及其对应的生理特征为[5]:

0~3月 婴儿需要大量睡眠,大部分姿势是仰

卧,受胎儿时期的动作影响,此阶段婴儿四肢通常呈屈

曲状态,同时肢体发育尚不完全,动作幅度较小,仰卧

时间较多,容易吐奶,肚脐部分较脆弱,容易受凉。体

型方面,头占身体比例较大,颈部非常短,肩部圆且小,
胸腹部突出。腿部粗细变化明显。

4~6月 醒着的时间增加,能够翻身,在大人帮

助下能坐起来,在上臂及肘关节的支撑下能够扬起头

部和肩部,运动量随醒着的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手脚能

够较大幅度地比划挥动。体型方面,胸部的突出向下

移,背部的曲率开始增加。

7~12月 运动量急剧增加,8月左右能够扶着东

西站起来,10月左右可牵引大人的手行走,韧性好,动
作幅度较大。体型方面,下肢变得发达。

13~24月 能够独立行走跑动,但穿衣仍需要大

人帮助,为方便步行训练,尿布用量减少。体型方面,
更加接近四头身,四肢健壮起来。

25~36月 能够跑跳,能够自己穿脱袖子。体型

方面,颈部逐渐成型,腹部突出减小,肩部向外突出,上
下身比例接近1∶1,下肢更加发达。

2 婴幼儿服装造型结构分析

2.1 领部

领部是幼儿着衣的重要部位,尺寸要能够通过头

部,同时不能过于紧绷,也不能过于宽大,紧绷会导致

幼儿不配合家长为其穿衣,并且可能伤害到幼儿未发

育完全的头骨,宽大会导致保暖性不佳。因此,领部的

结构设计要紧紧结合幼儿头部的构造与头围尺寸。领

形的设计不仅仅要考虑头部的结构,也要关注幼儿的

颈部结构。幼儿颈部短小,不适合穿着高领的衣服,要
根据不同的领型进行逐一分析[6],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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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时幼儿为仰卧姿势,因此服装结构上要考

虑容易穿脱,穿着前门开襟服装比较适合。这类服装

在领型的设计上通常使用基础领型,因为穿着时不用

考虑头部的尺寸,尺寸上只需做到不勒脖子,以保暖为

主即可。
开肩圆领多用于3~12月的幼儿,开肩的设计保

证了穿脱的便利,领部只需要保证颈部的舒适即可,此
类领形广泛使用于现今的幼儿服装中,但需要注意的

是肩部开合的设计,可使用暗扣或者系带,保证了婴幼

儿服装的安全性。

前开口和圆领需套头穿着,因此尺寸不能小于头

围,同时应该加放松量,在扣子系上时领宽尺寸为

B/5,领深为B/5+1.5,向下开领2cm。这种领型的

设计更加美观,前襟扣子的使用让服装整体不那么呆

板,适合1岁以上的幼儿穿着。
秋冬天气寒冷,为满足保暖需求,婴幼儿秋冬服装

会采用中立领的设计。由于幼儿脖子较短,立领高度

不宜超过2cm,立领结构的服装领围较小,因此1岁以

下幼儿可配合开肩设计,2~3岁幼儿可选择闭合肩部

的款式。

表1 0~3岁婴幼儿各部位尺寸数据

月龄
/月

身高
/cm

背长
/cm

手臂长
/cm

下肢长
/cm

前档长
/cm

头围
/cm

胸围
/cm

臀围
/cm

主要姿势

0 50 14.5 16.8 16 12.8 33.5 40 46 卧姿为主

3 58 16.2 17.6 19.1 13.1 39.8 44 48

6 65 17.6 18.5 22.8 13.9 42.8 45 49 坐姿、爬行

9 72 19.2 20.3 27.8 14.5 44.2 46.4 50

12 78 20 21.7 30.4 15.1 45.3 48 51 直立、仰卧等多种姿势

18 84 22 23.2 33.6 16.5 47 50 52

24 88 23.1 25 35.2 17 48.2 52 54

30 92 24.1 26.6 36.8 17.5 49.3 53.2 55

36 94 24.5 27.2 37.6 18 50 54.4 56

表2 不同领型的结构示意图

领 型 结构图

开 襟

开肩圆领

前中开口圆领

内倾型立领

  针对婴幼儿的体态特征不同,婴幼儿服装的领部

设计可采用不同的结构处理方法、结构设计特点,见表

3。
表3 不同领型的结构处理方法

领 型 结构图 处理方法

单立领
0.5 0.5

1

0.3

2.5

领装尺寸/２

1

前中开口圆领

1
2-3

1
2-3

内倾型立领

领部尺寸/2

x

后中线

2.2 袖部

在幼儿服装设计中,袖子的设计也非常重要,2岁

以下幼儿服装结构以平面为主,因此袖子多采用连身

袖,此类袖形多用于婴儿时期的开襟类服装(见图1)。
为了满足美观性的需求,并且使结构更加合理,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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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肩袖(见图2)、平装袖(见图3)等[7]。
单立领领型常用于春秋外套中,小立领的设计兼

具时尚与保暖性。为满足婴幼儿颈部短的特点,立领

高度不宜超过2.5cm。
前中开口圆领多用于夏装,在基础领型上加以变

化可成为另一款,即前襟开口,或可以加一粒扣子方便

穿脱,实用性好,美观舒适性强。
内倾型立领多用于秋冬服装,选用面料的性能做

人性化的亲和设计,更具贴身舒适美观保暖,人见人

爱。
在袖子的设计中,还要注意袖口的尺寸。在24个

月前,幼儿还不能够自己穿衣服,因此要将袖口做宽一

些,以通过母亲的手。从25个月开始,幼儿自己会穿

袖子,为了保暖,宜把袖口做窄些。表4是袖部的结构

处理方法。

图1 开襟类服装

图2 插肩袖服装

图3 平装袖服装

开襟服装多适用于婴儿,开襟的设计使得前胸处

有两层布,保护了腹部。此类型上衣宽松容易穿脱,袖
部与身片相连接,结构处理简单,容易制作。

普通直身袖是常用的袖型,袖子与衣身片分开裁

剪缝制,更加贴合身体结构,增加了活动量,方便了手

臂的活动。同时,腋下褶皱较少,比连身袖的服装更加

美观。
表4 袖部结构处理方法

类 型 开襟服装 普通直身

结构处理方法 袖长

1.5

1

5

2.3 裤子

幼儿在成长发育过程中,腿型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0~3个月时是罗圈腿,随着月龄的增长,腿部弯曲

度逐渐变小直到伸直,因此在裤子结构设计上也有相

应的变化,在月龄较小即幼儿腿部弯曲度较高时,裤子

结构一般采用一片式,如图4所示。一片式结构前后

片的腿内侧缝挖得较多,符合幼儿弯腿的构造,同时,
为了方便运动以及尿不湿的放置,要将裆线向下移2~
3cm。当4~6个月时,两条腿趋于平行,运动也增多,
裤子结构可以由一片式改为类似成人的两片式,如图5
所示。在制作工艺上,为满足家长不同的需求,现今幼

儿裤子大多制作成可拆裆的形式。

图4 一片式裤子

一片裤和两片裤的结构处理方法见表5。
一片裤更加贴合婴儿时期弯曲的腿型,缝迹线较

少,舒适度好,同时制作工艺较为简单,多用于婴儿时

期裤子。

·73·     2016年第2期             应用技术




图5 两片式裤子

随着月龄的增加,腿部逐渐变直,一片裤逐渐向两

片裤转变,结构上更加合理,侧缝也能够加入一些设计

元素,更加美观。
表5 裤子结构处理方法

类 型 一片裤 二片裤

后 前

2~3cm 前 后

3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整体素质与消费能力显著

提高,对婴幼儿服装的选择必定会更加挑剔,也注定了

婴幼儿服装结构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婴幼儿服装无

论是上衣、裤子还是连体衣,均离不开安全性与舒适

性,而舒适性离不开服装结构的研究。因此,做好婴幼

儿身体数据的分析,研究婴幼儿体型特征对婴幼儿服

装的结构设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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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thingStructureDesignBasedontheFeatureofInfant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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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sizeofeachpartoftheinfantsclothing,thephysicalfeatureandstructurefeatureswereanalyzed.Theele-
mentsoftheinfantclothingstructuredesignweresummarized.Thecollar,sleeveandtrousersoftheinfants'clothingcombination
withthephysicaltruthwereresear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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