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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日本第八代文化式女装原型在应用上的难点问题,利用第七代原型部分合理的设计思路,并借鉴比例法

制图方法,将第八代原型进行修正和改良,使其成为适合我国服装行业版型设计较准确又方便应用的基础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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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平面设计原型法、比例法和立体裁剪是目前

我国服装企业在版型设计中运用的主要方法。由于服

装号型等基础性研究问题,目前没有在全国大范围使

用中国原型样版,只在地区性小范围使用。由于体型

的接近及日本文化式女装原型所具备的一些优点,使
之成为我国服装版型设计中使用较多的基础样版。从

上世纪80年代起人们陆续接触到的是日本文化式原

型的第七代和第八代。
第八代文化式女装原型在第七代的基础上做了很

多调整。在服装与人体配合关系、样版的造型设计等

方面做了很大改良。但作为基础版型第八代原型在样

版的设计使用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原型的制图相

对麻烦,运用上很不方便,需要事先调整基础省型,在
造型控制方面不便于理解和应用等。因此虽然第八代

原型推出有些年头,但基于以上的一些不足在我国并

没有很好地推广开来。所以本文在第八代日本文化式

原型基础上进行修正,使之作为基础样版能够更为合

理,使用便捷。现以 A体型中间体160/84A为例,将
第八代原型在设计运用上需要修正的部分进行图示和

说明。

1 侧缝线的位置

第八代原型将侧缝后移,既解决了第七代原型的

前袖笼偏短的问题,由于侧缝的后移,又使服装前片显

得更加完整。对于紧身型的服装,侧缝的后移使前胸

围更充足,侧缝的位置更加合理,这与我国的很多比例

法制图思路相统一[1]。第八代原型推算侧缝后移公式

较为繁琐,通过计算,160/84A 的侧缝后移量为0.7

cm(见图1)。借鉴比例法制图,前胸围制图公式为

(B/2+6)/2+0.5,将侧缝从第七代原型的1/2处向

后移0.5cm(见图2)。

B/12+13.7

B/8+7.4

B/32 B/8+6.2
BP

（B/4-2.5）�

B/24+3.4

+1

背长

B/2+6

B/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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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修正后的日本文化式第八代原型

2 保留对位的方法与前片放低量

2.1 保留对位的方法

无论比例法还是原型法制图,服装在不同的合体

度下,前后腰节的长度是随之变化的,由于女性胸部凸

起明显的体型特征,前腰节长度变化量通常要大于后

腰节(见图3)。那么,在设计不同造型和合体度的服装

版型时,要适当调节前腰节长与后腰节长相配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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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代原型通过前后腰线的对位来调节前后腰节的长短

配伍,在第八代原型中没有再进行对位设计。只能通

过上下调节前后肩线来调整腰节大小,这种设计方式

会导致直开领的变化,增加了纸样修正的难度。所以,
便捷的处理方式还是要保留前片放低量的设计,使前

后腰节可以通过对位进行调整。

2.2 前片放低量设计

前片放低量是为了满足女性胸部凸起而设计的,
当服装越合体,前腰节长度越大,需要的前片放低量越

大。前片放低量(●)作为补足设计,是一个动态量,是
与胸围的变化有关的。该变量可以根据设计服装的造

型和合体度,通过前后片对位的方法选择不同的设计

量,满足前腰节不同长度的需求。

图3 女性前后衣身曲度

3 乳凸省的位置设计和与省量的确定

3.1 位置———由袖窿省转为腋下省

第七代原型的乳凸省设计与腰省混合在一起,省
集中在一个部位,省形过大,导致前腰线不水平,在造

型设计上通常还需要将省分解使用。并且省的造型作

用不直观,不方便运用。在第八代原型中将乳凸省的

位置转到袖窿处,虽然腰线水平了,但袖窿的制图过程

变得复杂。不同的版型设计中,当袖窿需要在原型的

基础上开深或提高时,就先要把袖窿省先转移到其他

部位,在使用上显得十分麻烦。如果将其位置转移到

腋下部位,省的造型作用没变,以上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了[2]。而腋下省可以根据款式需求自由的转移位置或

转化形式,在理解和制图上都十分容易。

3.2 设计量的确定

如图4所示,在原型样版中,乳凸省的角度(∠θ)

越大,服装胸部形成的圆锥造型角度的凸起角度(∠α)
越小,凸起越明显。那么越紧身的服装,∠θ应越大[3]。
在修正后的第八代原型中,乳凸省被转移到腋下部位,
腋下省的省量设计取决于前片放低量。如果延续第七

代原型的设计方式,我们把前横开领/2作为前片放低

量,即●=(B/24+3.4)/2,然后将这个量作为腋下

省量,通过计算得出,160/84A号型的省量基本上等同

于第八代的13°,而在第八代原型中袖窿省的设计量为

18.5°,也就是说第八代的胸部造型凸起量较大,而第

七代原型的省量偏小,在紧身型的服装设计中显得有

些不足,往往需要额外增加。所以,通过计算可以推算

出第八代的放低量 应 为(B/5+8.3)-(B/12+
13.7)≈1.2B/10-5.4,即腋下省的省量●=1.2B/

10-5.4,这个设计量比第七代要大,使原型也便于设

计礼服或紧身型的服装,加大了原型的适用造型范围。
由此,根据服装合体度的设计,进行对位设计来调节前

后腰节长度的配伍,进而调节腋下省量(☉),控制胸部

的凸起状态,原型的使用范围更广泛(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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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乳凸省与胸部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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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前后片对位与腋下省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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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袖窿的开深

修正后的第八代原型袖窿相对较浅,可以再加深

0.5cm,使原型适应更多的服装合体造型,使用起来更

加方便(见图2)。

5 结语

通过调整第八代原型在设计和使用上不方便不合

理的部分,利用第七代原型部分设计思路,借鉴比例制

图方法,在保留第八代原型合理设计的基础上,调整了

满足乳凸量省的设计位置,保留了在不同服装造型设

计中调节前后腰节长度的对位方法,并且修正了原型

部分结构设计细节,使第八代原型更加合理化、简洁

化,更方便作为服装制版的基础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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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StrategyoftheEighth
GenerationCulturalWomen'sClothingPrototype

YUJian-xin
(TangshanUniversity,Tangshan063000,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difficultyproblemoftheeighthgenerationculturalwomen'sclothingprototypeintheapplication,taking
useoftherationaldesignideasoftheeighthgenerationprototype,drawingonthemappingtechniquebyproportionmethod,the
eighthgenerationprototypewasmodifiedandimprovedtomakeitbecomeaccurateandconvenientversionwhichissuitableforver-
siondesignofChina'sclothing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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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工艺与方式(一)主要区别是里料外袖缝的车

缝,由于里料没有袖衩,外袖缝需从袖衩止口开始车

缝,再分别按照方式(一)第(4)步缝合面、里料开衩。
此种结构处理降低了工艺制作难度,也适合西装侧开

衩里料结构处理与制作。

5 结语

从男西装各种袖衩结构设计与制作工艺中可以看

出,袖衩工艺制作的难易程度与其结构处理息息相关,
特别是活袖衩里料第二种结构处理方式,大大降低了

制作工艺的技术要求,简化了制作工艺流程,对其他服

装的开衩设计与制作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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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StructureandTechnologyofMen'sSuitSleeveSlits
HUANGXiu-li

(HeyuanPolytechnic,Heyuan517000,China)

  Abstract:Sleeveslitwasanimportantconstituentelementsofmen'ssuit.Structureandcraftingformofsleeveslitsweretheim-
portantstandardstomeasurethequalityofsuits.Thestructuredesignandcraftingtechniquesofseveralkindsofmen'ssuitsleeve
slitswereintroduced,andtwokindsofliningstructureoflivingsleeveslitswereanalyzed.Oneofliningstructurewastreatedbybor-
rowingandfillingmethod.Thecraftingtechniquesweresimplified,andthetechnicalrequirementswerereduced.Ithadreferencesig-
nificanceforthedesignandcraftingofotherclothingsl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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