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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服装定制角度总结了服装样板个性化定制技术的不同研究方法,提出优化人体尺寸数据应用模式,并将最

优效率的人体尺寸数据转置形式应用于个性化样板生成过程中;在数据优化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评定标准,为确定最优效

率数据应用提供思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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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基于人体测量尺寸数据的服装结构设计的应

用研究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如何更加科学、方
便、准确和快捷地将人体数据运用到服装工业的实际

生产中来,对服装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非接触式人

体测量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用,可以方便快速地获得

人体数据[1]。近几年来,非接触式三维扫描在服装学

科的应用兴起,从手工测量逐渐向自动化、数字化转变

的趋势越发明显。基于此,服装个性化定制的需求不

断上升,因此沿用服装推放码原则进行生产的方式越

来越不能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电子化量身定制

(E-MTM)服装生产将成为服装业的重要发展方向[2]。

1 用户数据的测量与分类

1.1 用户数据测量

随着服装行业的迅速发展,采用传统的手工人体

测量方法已很难满足快速、准确、大批量测体的需要。
计算机视觉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人体测量技术由手

工向自动,接触式向非接触式的方向发展。非接触式

三维人体自动测量弥补了常规的接触式自动测量的不

足,主要特点包括快速、准确、高效等。
常见的非接触式三维人体自动测量有:(1)基于激

光的扫描技术,如激光测量法、三角法等,其代表性产

品为英国的Cyberware系统;(2)基于普通光的扫描技

术,如莫尔条纹测量法、白光相位法,其代表性产品为

美国TC2公司的PMP系统;(3)基于红外线的扫描技

术,如基于PSD(PhaseSensitiveDamodulator)的光电

二极管测量法,其代表性产品有日本的人体扫描系统、
日本的Cousette红外线人体扫描系统等;(4)基于 X
射线的扫描技术,用于测量人体头颅部位的数据。
1.2 用户数据分类

依据我国国家标准GB/T23698-2009《三维扫描

人体测量方法的一般要求》,结合项目的研究对象及操

作实际性,对用户数据按照高度、围长和实长进行分

类,分类结果见表1。
表1 用户数据分类

高 度
(垂直投影长)

围 长
(水平实长)

实 长

身高 头围 背长

后颈椎点高 颈根围 前腰节长

侧颈点高 胸围 乳点侧长

前颈窝点高 下胸围 乳间距

肩点高 腰围 背宽

前腋窝点高 MHL围 肩宽

乳头点高 HL围 胸宽

胸高 臂根围 肘长

腰位高 肘围 臂长

腹部前突点位高 腕围 前后腋点过肩端点的半周长

臀部后突点位高 掌围 腰长(侧腰长)、臀长

… 头围 膝长

颈根围 股上长

… …

  在以往的研究中,用户数据都是按照国家号型标

准Y、A、B、C来划分,没有以三维制造为平台去考虑

用户数据和工艺数据之间最优关系的问题。三维制造

平台以更精准和更高效为目的,所以用户数据不能盲

目采集,需要和三维制造平台产生的工艺数据有一种

效率最优的对应关系。

2 CAD样板的个性化定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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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参数化设计的自动打板方法

服装纸样是由一系列的点、线构成的,可以看成是

一系列几何元素的叠加。服装纸样的图形描述可分为

图形的拓扑关系、图形的几何参数以及这些几何参数

与图形结构参数之间的联系。纸样的拓扑结构可以看

成是服装的打板规则;纸样图形的几何参数构成服装

纸样的几何图形信息,如点的坐标;服装纸样图形的结

构参数可以归纳为尺寸规格、款式风格、图形对象属性

和复合参数[3-4]。纸样参数化设计的实质就是将纸样

打板过程(图形拓扑关系)记录在程序中,用一组参数

约束纸样的一组结构尺寸序列,参数与纸样的控制尺

寸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当赋予参数不同的数值时,就可

驱动原纸样变成新纸样。图1为服装纸样参数化设计

原理图。

尺寸参数 款式参数
图形参数 复合参数

样板实例
知
识
库

个性化样板

驱动

约束

图1 服装纸样参数化设计原理

采用参数化设计法开发的服装纸样CAD软件,可
让纸样设计师从大量繁琐的绘图工作中解脱出来,大
大提高设计和修改的速度,无论重复多少次,设计所用

的时间仅为或接近一次设计所用的时间。但由于服装

纸样图形的规律性较差,经验性较多,因此实现难度也

较大。在实际生产中,这种方式常用于设计结构形状

相对已经定型的服装产品,如西服、衬衫等。

2.2 基于人工智能的服装样板设计

从数学上说,一个服装纸样是点、曲线和规格的集

合。在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构中,服装结构设计的问题

可以定义为具有1个或2个相关的ANN[5],该网络输

入人体测量的值并产生该点的坐标,具体结构如图2
所示。

采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纸样设计的实验一般分为

4个阶段、数据准备阶段、数据标准化阶段,训练阶段

和验证阶段。
由于服装结构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不能准确地描

述,所以需要通过模糊逻辑来处理这些含糊的概念。
在模糊逻辑中,一个事物的隶属关系可以分类为从“0”
到“1”,“0”表示没有关联,“1”表示关联性明确,它们之

间的值为隶属关系的度。基于这样的系统,语言变量

可以用数字表示,如“合体性”可以描述为贴体(1)、较
贴体(0.75)、适体(0.5)、较宽松(0.25)、宽松(0)。

输入层 隐含层 输出层

样
板
数
据

人
体
尺
寸

面
料
特
性

x1

x2

xn

y1

y2

yn

… … …

图2 3层结构的BP神经网络

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专家打板系统,可以降低对

打板师的经验要求,但不同款式的服装需要进行大量

实验,以建立相对应的知识库,工作量较大。

2.3 基于最优效率数据的服装样板设计

前述方法虽然能够基本实现定制服装样板的个性

化修改,但是输入数据冗杂,过程繁琐,并且存在相当

一部分数据需要凭借打板师多年的经验进行判断。基

于此,若能够探寻用户测量数据与所绘制的个性化样

板之间的关系,计算二者之间的最优效率,则能够避免

复杂的数据投入,提高个性化服装样板设计效率。
在选择版型上,应当充分考虑人体结构的特点,在

绘制过程采用足够多的人体标准尺寸,既可以在服装

定制中使用,也可以广泛运用到工业生产。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统计版型绘制过程中所涉及

使用到的人体数据并计算覆盖率,通过用户数据覆盖

率与版型对比得分之间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和ROC
曲线拟合,在覆盖率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获取尽可能高

的得分,过程如图3所示。找出用户数据与工艺数据

相互转置的最优效率,从而更精准更高效地采集人体

数据。
统计用户数据

相应版型得分计算覆盖率

曲线拟合

三维操作平台验证

确定最优效率

图3 最优数据效率研究流程

3 数据最优的评定标准

基于最优效率数据的服装样板设计最终获得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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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效率,所对应的用户数据及版型对应得分是基于版

型绘制步骤得到的,整个最优过程的评定核心在于覆

盖率的选定,得分计算类似于2.2中通过模糊逻辑用

数字表示含糊的关系变量。由于不同覆盖率下版型自

由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可以通过实验和数据比对,计算

并判断覆盖率与版型得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判定最优

效率,并确定出与之对应的人体尺寸数据。
通过计算,判断出服装版型绘制过程中用户数据

输入和工艺数据输出之间能够达到的最优效率,从而

避免大量繁琐的数据输入工作,更便捷地进行个性化

版型定制工作。

4 结语

随着三维扫描技术和三维服装仿真技术的发展,
许多研究人员选择构建一套从三维人体测量系统获得

人体尺寸信息到服装样板的映射关系,自动生成初始

服装样板,然后建立基于三维服装仿真技术的服装样

板合体性评价系统,通过顾客三维人体模型的虚拟试

穿,来评价所建立的初始服装样板,同时通过一定的修

改机制对原样板进行调整,最终生成个性化的合体服

装。在此基础上,优化从人体尺寸信息到初始服装样

板过程的数据采集,能够大幅度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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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garmentcustomization,thedifferentresearchmethodsofpersonalizedcustomizationtechnology
ofgarmentpatternweresummarized.Theapplicationmodeoftheoptimizinghumandimensiondatawasproposed,andthetransposed
formofhumandimensiondatawithoptimalefficiencywasappliedtopersonalizedclothingmodelgenerationprocess,evaluationcrite-
riawasproposedbasedondataoptimizationtoprovideideasanddirectionfortheapplicationoftheoptimalefficiencydata.

Keywords:personalizedcustomization;dataoptimization;coverage;garmentpattern


(上接第39页)

参考文献:

[1] 毛皮工业术语:QB/T1261-1991[S].
[2] 特种动物纤维与绵羊毛混合物含量的测定:GB/T16988

-1997[S].
[3] 钟 蕾,徐峥琦.动物毛皮鉴别方法的研究进展[J].中国纤

检,2012,(7):65-68.
[4] 朴厚坤,赵 晋,李美荣,等.毛皮加工及质量鉴定[M].北

京:金盾出版社,2009.
[5] 萨姆布鲁克J,拉塞尔DW.分子克隆实验指南[M].黄培

堂,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6] 赵春江,李 宁.一种从毛发中提取DNA的简易方法[J].

遗传,2003,25(1):69-70.

ComparativeStudyofDNAExtractionMethodsfromFur
YANGFang-fang,LUOLi-ling,ZHOUXiao-fang

(GuangzhouFiberProductTestingandResearchInstitute,Guangzhou510000,China)

  Abstract:BycomparingtwodifferentDNAextractionmethods,theeffectofextractingDNAbyhairpyrolysisbufferwasbetter

thantheothermethod,anditcouldmeettherequirementsofthelaterDNAanalysis.

Keywords:fur;DNAextraction;method

·24· 纺织科技进展            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