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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砭石粉末涂层于服装肩颈部位开发一款经济、便捷且舒适的肩颈保健产品。分析肩颈疼痛的发病部位,通

过热湿试验了解人体肩颈部位的热湿分区状态,在款式设计中通过不同开孔密度得以体现,并利用电脑横机织造样衣并

涂层。样衣的人体主观评价表明,开孔涂层服装与未开孔涂层服装相比,其整体舒适性有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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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中,肩颈疼痛已成为较为常见的病症,临
床上的治疗手段周期较长且易反复发作。砭石,具有

疏通经络、调理气血的作用,其运用是《黄帝内经》中的

五大医术之一[1]。砭石疗法是中国传统的外治法,在
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症方面疗效显著[2]。本文将服装设

计与医学理论结合,尝试开发一款肩颈保健服装,并解

决涂层服装的热湿舒适性问题。

1 肩颈疼痛分析

1.1 肩颈疼痛发病机理与类型

从发病机理上看,造成肩颈疼痛的因素主要包括

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外因主要是指外伤、劳损,颈椎及

其邻近组织、肩关节周围软组织、斜角肌等产生病变、

痉挛、水肿或粘连。内因主要与风寒、血瘀等有着密切

关系,肩部气血运行不利,是因为风寒痹阻于肩部,不
通则痛[3-5]。

在发病类型上,除由内脏问题引发的肩颈疼痛,其
他类型的病症主要集中在肩颈部位,常见的发病类型

有颈椎病、肩周炎、颈肩部肌筋膜综合征等[6]。

1.2 肩颈疼痛发病部位

不同类型的肩颈疼痛病症对应着不尽相同的发病

部位。颈型颈椎病,主要表现为颈项部酸胀、疼痛、不
适,有僵硬感,棘间、棘突旁和小关节处有明显压痛且

压痛弥散;神经根型颈椎病,表现为颈肩部反复不断发

作的麻痛或剧痛,并且会放射到上臂、前臂和手多个

部位疼痛,且棘间和双侧棘旁也有明显的压痛;椎动脉

型颈椎病,通常表现为颈部弥散性压痛或小关节外侧

缘深压痛;肩周炎,患者喙突,大小结节、结节间沟、肩
峰下滑囊、三角肌中点、止点、冈上、冈下肌、大小圆肌、
大小菱形肌等部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压痛;颈肩部肌

筋膜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颈肩背部的广泛性酸痛,并且

具有沉胀以及麻木感,可向头部及上肢扩散,疼痛呈持

续性,并且颈椎棘间、棘旁及颈肩部肌肉都伴随着弥散

性压痛。

2 人体肩颈部热湿试验

2.1 试验目的

通过对人体在日常活动中皮肤表面热湿的测试分

析,总结归纳出人体肩颈部位在日常活动中皮肤表面

的温湿差别,为之后产品的分区设计提供依据。

2.2 试验对象与设备

试验前,筛选出10名25~45岁的肩颈疼痛女性

患者,具体条件见表1。
表1 试验对象身体指数

测量项目 人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身 高/cm 10 167.0 162.0 164.4 2.1
体 重/kg 10 64.0 47.0 53.5 5.4
BMI/kg·m-2 10 22.9 18.1 20.0 1.6
肩颈疼痛历史时长/年 10 10.0 2.0 5.3 2.1
肩颈部VAS疼痛评分 10 5.0 3.0 3.8 0.9

  试验设备包括 Gram-LT8C 热敏传感器、WSCJ-
8TS湿度测试仪和Load高性能跑步机等。

2.3 试验过程

试验在温度(25±2)℃,湿度(50±2)%的室内环

境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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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志愿者穿着运动文胸,体表连接温度

及湿度测试仪,于跑步机上进行10min3km/h、20
min4.5km/h、10min3km/h三个运动阶段。测试

过程中,温度和湿度测试仪均会自动以20s的间隔频

率记录数据,之后再将数据导入电脑作进一步分析。
在体表测试时,温度测试选择了8个测试点,包括胸大

肌、腋下、三角肌、斜方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肩胛骨

和后中(第七颈椎下方附近)。湿度测试选择了5个

点,分别为腋下、三角肌、斜方肌、肩胛骨和后中。

2.4 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试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得出10名肩颈疼

痛志愿者人体各部位温度及湿度的均值及标准差,见
表2、表3。

表2 志愿者皮肤表面温度

部 位 温度/℃ 标准差

胸大肌 32.18 0.71
腋 下 35.62 0.81
三角肌 32.81 0.67
斜方肌 33.79 0.58

肱二头肌 31.61 0.53
肱三头肌 31.25 1.01
肩胛骨 32.88 0.81
后 中 33.36 0.88

表3 志愿者皮肤表面湿度

部 位 湿度/mV 标准差

腋 下 1016.48 54.39
三角肌 454.92 135.58
斜方肌 642.90 161.73
肩胛骨 754.74 119.49
后 中 707.33 110.01

  根据试验数据结果可以得出,人体肩颈各部位皮

肤表面温度从大至小的排序为:腋下﹥斜方肌﹥后中

﹥肩胛骨﹥三角肌﹥胸大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
人体肩颈各部位皮肤表面湿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腋
下﹥肩胛骨﹥后中﹥斜方肌>三角肌。

3 产品设计与制作

3.1 款式设计

结合涂层部位与人体皮肤表面温湿度差异,最终

进行了几种开孔密度的面料设计和服装的分区设计,
孔密度组织图及款式图分别见图1、图2。

3.2 尺寸与版型设计

完成款式设计之后,采用富怡软件进行电脑CAD
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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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针织组织开孔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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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服装款式图

其中原型版采用《现代成衣制板》中针织原型插肩

袖版,并进行改善[7]。尺寸规格见表4,毛版图见图3。
表4 规格尺寸设计

部 位 胸 围 腰 围 领 高 袖 长

尺寸/cm 84.0 67.0 6.5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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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款式毛版图

3.3 产品制作

采用16针电脑横机进行成衣的织造,经水洗、套
口及涂层后的最终成品见图4。

4 产品评价

选择试验中10位肩颈疼痛的志愿者进行服装的

主观试穿评价。试验过程中,志愿者分别在穿着未开

孔与开孔的涂层服装在跑步机上进行前述热湿试验的

运动过程后填写主观舒适性问卷,对所需研究的各项

性能采用语意差别进行描述,分值设置为0-6,其中热

感、闷感、潮湿感、黏体感从0-6对应舒适性逐渐降

低,整体舒适性0-6从非常不舒适向非常舒适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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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最终成品图

  试验得到穿着未开孔涂层上衣和开孔涂层上衣的

动态主观评价结果,采用SPSS软件进行配对样本t检

验。
从表5试验数据可知,相比未开孔的涂层服装,开

孔涂层服装的潮湿感均值下降,整体舒适感均值上升,
双侧sig.值均小于0.05。说明在统计学意义上,开孔

设计的处理与未开孔涂层服装相比,在潮湿感与整体

舒适感上有显著性改善,在热感、闷感及黏体感上未构

成显著性差异。

表5 动态舒适性配对样本t检验

配对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

差分的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t df Sig.(双侧)

对1 未开孔热感-开孔热感 0.750 2.217 1.109 -2.778 4.278 0.676 3.000 0.547
对2 未开孔闷感-开孔闷感 2.000 2.582 1.291 -2.109 6.109 1.549 3.000 0.219
对3 未开孔潮湿感-开孔潮湿感 1.750 0.957 0.479 0.227 3.273 3.656 3.000 0.035
对4 未开孔粘体感-开孔粘体感 2.250 1.708 0.854 -0.468 4.968 2.635 3.000 0.078
对5 未开孔整体舒适感-开孔整体舒适感 -2.250 1.258 0.629 -4.252 -0.248 -3.576 3.000 0.037

5 结论

(1)人体肩颈部位皮肤温度从大至小的排序为:腋
下﹥斜方肌﹥后中﹥肩胛骨﹥三角肌﹥胸大肌﹥肱二

头肌﹥肱三头肌。人体肩颈部位皮肤湿度从大到小的

排序为:腋下﹥肩胛骨﹥后中﹥斜方肌>三角肌。
(2)志愿者主观试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涂层服装

的动态热湿舒适性上,开孔的分区设计在潮湿感与整

体舒适感方面具有显著性改善,在热感、闷感及黏体感

上还未构成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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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DevelopmentofNeckandShoulderHealth-care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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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ian-stonepowderwasappliedtotheshoulderandneckpartsofclothingbycoating.Aneconomical,convenientand

comfortableshoulderandneckhealth-careproductswasdeveloped.Thepainpartsofneckandshoulderwereanalyzed,thehotand

humidpartitionstateoftheneckandshoulderareawasunderstoodbytemperatureandmoistureexperiments.Designstylewasreflec-

tedbythedifferentaperturedensity.Thesampleclothingwasweavedbycomputerizedknittingmachineandcoated.Thesubjectivee-

valuationresultsshowedthattheoverallcomfortofperforatedcoatedgarments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unperforatedcoa-

tedgarments.

Keywords:neckandshoulderpain;health-careclothing;Bian-stone;thermal-wetcomfort;coating;kn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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