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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北京地区120名骑行爱好者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骑行爱好者的基本情况及对骑行服的要求。结果显

示,目前市场上的骑行服在功能性和舒适性上不能完全满足骑行爱好者的需求,骑行裤的垫档部存在摩擦、不透气的问

题,说明垫裆材料的应用和结构设计存在问题。在合体性方面,市场上现有骑行服在袖口、前胸、腰口、裤口存在一定的不

足,而手腕、臀部、小腿部又是骑行中易产生疲劳的部位。在骑行服开发时要考虑通过版型结构和面料优化来保障骑行过

程中的舒适性问题并减少骑行时产生疲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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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行服是自行车运动员的专用服装[1]。常见的骑

行服大致分为骑行内衣、公路骑行服和骑行外套3类。
运动时身体的出汗量比较大,要求骑行服必须有很好

的吸湿排汗、导湿快干性能[2],此外优质的骑行裤可防

止大腿内侧磨伤。骑行服有助于运动员提高竞技水平

和成绩,而对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来说,重要的是骑行

过程中骑行服对自身的保护和穿着时的舒适感。目前

市场上现有的公路自行车骑行服并不能满足消费者对

其功能性和舒适性的要求。本文以公路自行车骑行服

为主,通过对5个骑行俱乐部120名骑行爱好者的调

查,分析了消费者对公路自行车骑行服的需求。

1 调查设计与方法

1.1 问卷设计

为了了解市场上现有公路自行车骑行服的现状,
问卷主要针对消费者对现有骑行服的舒适性、功能性

的需求进行了调查,包括最易出汗部位,最易疲劳部

位,穿着骑行服骑行是否对肌肉酸痛有所缓解,以及骑

行服上下身的合体性等。同时也调查性别、骑行年龄

等基本信息。

1.2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在北京地区进行,通过实地发放、微信、
网络等渠道发出和收回问卷。其中,实地发放在5个

骑行俱乐部的活动过程中进行,调查问卷共发出120

份,回收116份,其中有效问卷101份,有效率达84%。
符合数理统计对大子样的抽样数量的要求[3]。其中男

性63人,女性38人。

2 被调查人群的基本信息分析

2.1 基本情况

表1 调查对象的性别与年龄分布

年 龄/岁
比 例/%

男 女

20~29 25.7 18.6
30~39 13.9 5.0
40~49 7.9 5.0
50~59 9.9 7.0
60以上 4.0 0
合 计 62.4 37.6

  从表1中可以看出调查的人群中男性的比例明显

大于女性。从运动生理学性别角度看,男性身体素质

一般强于女性,骑行过程当中需要较好的耐力,所以参

与者 多 是 男 性。其 中20~29岁 之 间 的 比 例 达 到

44.3%,说明骑行运动确实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30
~39岁的参与者有近20%,这部分人群有着固定的收

入和稳定的生活状态,所以他们更愿意去关注自己的

身体健康状态,追求有品质的生活。40~59岁的骑行

参与者与30~39岁人群呈现平均分布的状态,这其中

大部分是退休人员,他们骑行往往是同一年龄段的组

织活动,这和体力、休息时间有关。由于体力的原因,
导致了60岁以上的参与者很少,但是仍然有少部分的

人参与,说明骑行吸引了从20~80岁的人员,是一项

老少皆宜的运动。随着此项运动参与人数的逐渐增

加,业余自行车运动显然己经成为一种潮流,为全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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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认同[4]。
在被调查对象中,具有5年以上骑龄的人数占到

了41.6%,主要是30~49岁的人群,有23人,稳定的

生活使他们更乐于去坚持这种健康的生活。具有1~5
年骑 龄 的 比 例 占 到 了37.6%,1年 以 内 的 人 数 有

19.8%,说明近年来参与者越来越多。其中20~29岁

之间的年轻人有21人,说明更多的年轻人乐意去选择

这种时尚且健康的运动方式。

2.2 关于骑行服的穿着习惯和消费习惯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骑行过程中选择穿着专业

骑行服的人数达到了60%,说明人们确实对服装有着

一定的要求,专业的骑行服由于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而更受到人们的青睐。其次是选择一般运动服的占到

了21.8%,选择户外运动服和穿着其他服装的人并不

是很多,只占到了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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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骑行活动中服装的选择

就骑行服的穿着目的,问卷中给出了防晒、抗风

阻、增加肌肉张力、排汗透气、缓解骑行时的不适等选

项,可多选。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对“排汗透气”
作用的选择人数最多,说明人们对运动过程中的体感

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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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选择骑行服的目的

从图3中可以看出,总体来说,人们在选择骑行服

时,质量是大家关注的主要项目,其次是外观。对于女

性来说,选择时的重点依次是外观>功能>质量>面

料,这也说明了女性骑行过程中在有一定的保护下更

追求骑行服装的美观;对于男性骑行爱好运动者来说

依次功能>质量>外观>面料,这说明男性爱好者更

注重骑行本身,更加看重骑行服装的功能和质量。同

时也可看出,随着大众参与自行车运动的成熟度的提

高,人们对骑行服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日趋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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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穿着者对骑行服的关注项目

自行车运动员蹬踏是骑行过程中的唯一的动力因

素[5]。所以骑行运动主要是下半身运动,因而骑行裤

在运动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加上骑行裤的裆垫

等特殊结构设计,使骑行裤成为了骑行服消费中的主

要品种。人们对各种骑行裤的穿着需求和购买倾向各

有不同。可以分为连体骑行裤、骑行长裤、骑行短裤、

1/4骑行裤、1/2骑行裤和3/4骑行裤。骑行长裤实用

性最强,从图4中可以看出,有49.5%的人更愿意去选

择骑行长裤,其次是骑行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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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骑行裤购买情况

针对所购买的骑行服品牌,问卷中给出了11个选

项,被调查者进行了多选,选择结果如图5所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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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品牌捷安特的消费数量最多,这主要是由于该

品牌产品价位适中,而且其品牌自行车的市场占有率

较高,品牌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次还有美利达、
闪电、捷酷,IZUM等品牌的骑行服受到骑行爱好者的

青睐。另外被调查者还列出了3个品牌,分别是NW、

SHIMANO和 CASTELLI,以上均为专业制作骑行

服、或自行车及骑行装备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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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骑行服品牌购买数量对比

3 关于骑行中被调查者生理反映的结果

3.1 服装的热舒适性调查结果

服装的热湿舒适性与出汗密切相关[6]。人在运动

过程中,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反映,人体骑行时下

肢各部位不停歇地活动,这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并出

汗。人体在大运动量状态下 ,皮肤要经历干燥→大量

出汗→蒸发→干燥的过程 ,而织物也要经历干燥→吸

湿→放湿→干燥的过程[7]。所以骑行过程中由于运动

时间的增加和骑行服面料使用不合理,结构设计不恰

当会使骑行爱好者出现不适感。
关于问卷中“穿着骑行服运动时,最易出汗的部

位”的问题,见图6。女性易出汗的部位依次为腋下>
背部>裆部>臀部>腰腹部>大腿根部>胸部,其大

腿内外侧的出汗情况很少;对于男性来说易出汗的部

位依次为背部>裆部>腋下>臀部>腰腹部>大腿内

侧>大腿根部>胸部。对于大腿外侧来说,男性女性

基本都不会出汗,总体来讲,背部、腋下、裆部、臀部、腰
腹部较容易出汗,其中背部、腋下、裆部是在骑行过程

中主要的出汗部位。根据该结果,在设计服装结构分

割和选用面料时,应有针对性地在出汗多的区域选配

吸湿排汗性能好的面料。

3.2 服装的压力舒适性调查结果

衣服压力是指衣服由于人体运动时对皮肤的伸缩

产生的弹性变形而使人体所受到的接触压力,它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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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骑行中出汗的部位

量运动舒适性的另一个基准。衣服压力因部位不同而

各不相同,一般认为超过2946~3928Pa人体会感到

不舒适。而骑行过程中骑行服会发生拉伸和变形,长
时间压力增加的部分会使骑行者感到疲劳。所以在问

卷中对出汗、疲劳度做了主观的问题调查。
在骑行过程中,人体会产生疲劳感,好的运动服可

以防止和减少运动的损伤和疲劳感,而设计不合理的

运动服反倒会增加运动负担,使人感到不适和疲劳,所
以了解运动中易产生疲劳的部位对进行产品开发非常

有益。问卷中对骑行中上下身易产生疲劳感的部位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
对于骑行中上身易产生疲劳的部位的问题,结果

见图7,男、女被调查者的选项具有相似的结果,均反映

手腕、上臂和肩部比较容易感到疲劳,这主要是由于手

腕长时间握把,上臂和肩部是身体的主要支撑部位而

造成的。骑行服肩、袖部位的结构、松紧度和由此产生

的压力对穿着者的体感有很大的影响,是骑行服产品

开发中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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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骑行过程当中上肢感到疲劳的部位

然而对于穿着骑行裤骑行过程当中,下肢最易感

到疲劳的部位,男女呈现出了一些差异,结果见图8。
对于女性来说,臀部、膝部、大腿根部更加容易感到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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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对于男性来说,小腿部是在骑行过程当中最容易感

到疲劳的部位。但从图中依旧可以看出共性的部分,
臀部、膝部、大腿根部是男女在骑行过程当中常出现疲

劳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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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骑行过程当中下肢感到疲劳的部位

4 对市场上现有骑行服存在问题的调查结果

从调查结果看,被调查者也对舒适度方面的问题

给出了反馈,结果见图9。其中“裆部不适”占最大比

例,尤其是有超过半数女性对此有反应,说明骑行服的

裆垫存在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不透气、不散热、有黏

稠感占的比例也较大,说明面料应用和结构设计依旧

存在问题。另外,“紧绷感”和“不够贴合人体”反应也

较多,这两个问题看似刚好相反,其实并不矛盾,正反

映出现有骑行服中存在结构和材料应用方面的问题,
单一的弹性材料并不一定完全能满足穿着的功能需

求,应当结合运动中人体的特征和运动生理学要求,使
结构设计、面料选配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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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现有骑行服产品舒适性问题

针对骑行服的合体性问题,调查结果见图10、图

11。对于上衣的合体性来说,袖口的滑移和前胸的褶

皱过多是骑行中较多见的问题;对于骑行裤来说,腰

口、裤口和腰部的褶皱过多是骑行爱好者反应较多的

问题。前胸和腰部的褶皱问题,主要是由于骑行中人

体前倾,双臂向前收拢、持把造成的,尤其是加绒、偏厚

的骑行服更为明显,应在样板上根据面料的特性做相

应调整。袖口、腰口还有裤口的滑移,说明骑行服收边

部位的尺寸、工艺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产品开发中应根

据品类、面料做相应处理。肩、背、臀等部位有紧绷感

与前面提到的不适感是相符合的,都是由于样板结构

工艺处理不当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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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有关骑行上衣的合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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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有关骑行裤的合体性问题

5 结语

在北京地区,男性的骑行爱好者要多于女性,年龄

集中在20~29岁,其中大部分人的骑行年龄在1~5
年,从问卷的分析结果上看,大部分爱好者会在骑行时

穿着专业的骑行服,并且对骑行服的功能性和外观有

着较高的要求,其中关注最多的就是骑行服的吸湿排

汗性。随着骑行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当下时尚的运动项

目,也对市场上骑行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捷安

特、捷酷、闪电、IZUMI和美利达比较受消费者青睐。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市场上现有骑行服存在

一些问题,由于骑行运动中裆部是出汗较多部位,而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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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裤的垫档部存在摩擦、不透气的问题,说明垫档部面

料的应用和结构的设计依旧存在问题。在合体性方

面,市场上现有骑行服在袖口、前胸、腰口、裤口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而手腕、臀部、小腿部又是骑行中易产生

疲劳的部位,所以在骑行服开发时要考虑通过版型结

构和面料的优化来保障骑行过程中舒适性问题,减少

骑行时产生的疲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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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fCyclingAmateurs'Condition
andtheRequirementforCyclingJerseysinBeijingArea

LIXin1,ZHAOYu-xiao1,2,*
(1.ClothingArtandEngineeringCollege,BeijingInstituteofClothing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2.361°-BIFTHighPerformanceSportswearDesign&DevelopmentCentre,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Basedonthequestionnairesto120cyclingamateursinBeijing,thebasicinformationofthecyclingamateurs'andre-
quirementsforcyclingjerseyswereanalyzed.Thecyclingjerseysresultshowedthatthecyclingjerseysonthecurrentmarketcannot
completelymeettheneedsofcyclingamateursforthefunctionalityandcomfort.Thecyclingjerseyshadtheproblemsoffrictionand
airtightinthecyclingshorts'scrotch,whichshowedthatthereweredefectsintheapplicationofcrotchpadmaterialandstructurede-
sign.Thereweresomedisadvantagesinthedesignofthecuffs,chest,waistandlegopeningandthewrist,hipandshankalwaysget
tiredeasilywhilecycling.Thepatternandthefabricshouldbeconsideredinthedevelopmentofthecyclingjerseystooptimizetoen-
surethecomfortandreducethefatigueduringcycling.

Keywords:Beijingarea;cyclingjerseys;comfort;fatigue



天津工大三维立体纺织增强材料助力“神舟十一”

  2016年10月17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记者从天津工业大学获悉,
该校复合材料研究所工作人员正在密切关注着有关

“神十一”的消息,因为“神十一”关键部件复合材料采

用的是该研究所研制的高技术含量的三维立体纺织增

强材料,代表了中国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水平。
据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陈利教授介绍,

为了适应严酷的飞行环境和减轻结构重量,神舟十一

号飞船的关键部位选用了高性能复合材料,天津工业

大学研制的三维立体纺织增强材料成为复合材料关键

部件的首选增强骨架材料,具有重量轻、强度高、抗烧

蚀的优异的性能,同时减轻了结构重量,显著提高了飞

船的性能。
三维立体纺织增强材料具有高维自由度的可设计

性,通过改变材料内部结构,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量

体设计”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以满足特殊环境

下的使用要求。到目前为止,三维立体纺织增强材料

被认为是提高复合材料的强度、抗烧蚀、抗热震和抗蠕

变等性能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实现飞行器结

构一体化设计制造的技术关键,因而成为新一代飞行

器研制的核心技术和重点发展领域。
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是

国内最早开展多维纺织技术和先进纺织复合材料制造

技术的研究单位。1990年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

机械式编织机。1992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由计

算机控制的大型编织机,可挂纱线4万锭,目前为国内

最大的编织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建成了国内唯

一的集材料设计、多向编织、液体模塑成型、材料性能

表征等为一体的先进纺织复合材料的研究开发平台,
承担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研制任务,研究成

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已成功应用于我国探月卫

星、宇宙飞船、运载火箭、远程导弹及新型战机等高技

术领域。
(摘自: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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