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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婴儿体型特征为基础,介绍了婴儿在不同月龄时期的睡眠时间、运动量及感知觉等发育特征,分别从款式

造型设计、材料选取、色彩图案设计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阐述了人体工效学在婴儿睡袋设计中的应用。并根据人体工效学

原理,结合婴儿的身心发育特征,进行婴儿睡袋的款式造型设计与色彩图案设计,使得睡袋既能够避免婴儿在睡眠期间着

凉,达到解放看护者的实用功能,又能够满足家长对于婴儿成长发育的情感寄托与审美需求,实现形式美与功能性的有效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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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及育儿观念

的改变,我国母婴市场容量迅速增长[1-2]。在为婴幼

儿选购服装产品时,除了安全性,人们也越来越重视产

品的舒适性、智能性及运动性[3-5]。婴幼儿作为一个

身心发育过程大多数时间都在睡眠中进行的群体,睡
眠质 量 的 优 劣 对 其 生 长 发 育 有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影

响[6-7],因此既能方便宝宝活动又能为其提供舒适睡

眠环境的睡袋产品应运而生。黄宏亮等分析了婴幼儿

睡袋的人性化设计、舒适性设计以及如何选购等,婴儿

的皮肤比幼儿更为娇嫩,身心发育速率更快,而目前市

场上的许多睡袋在尺寸协调性及成长性方面存在潜在

问题,难以满足婴儿对睡袋的实际需求[8-11]。
本文从婴儿的基本特征出发,并结合人体工效学

原理进行婴儿睡袋设计,力求为宝宝营造一个温暖舒

适的睡眠环境,实现人—服装—环境的和谐统一。

1 婴儿基本特征

1.1 婴儿体型特征

婴儿是指从出生至满一周岁的宝宝,一般情况下

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孩子还不会行走,基本的生长发育

活动都在床上进行。从体型上来说,刚出生的宝宝头

部较大,颈部短而柔软,肩部浑圆,胸与腹突出,背部曲

率小,臀部较窄,腿部多 呈 O 型,头 部 无 法 自 主 竖

立[12]。随着月龄的增长,婴儿颈部慢慢立挺,胸腹部

突出会逐渐减小,背部曲率渐渐增加,双腿逐渐趋于平

行,上臂与下肢开始发育。

1.2 婴儿发育特征

婴儿由于神经系统还未完全发育,容易产生疲劳,
充足的睡眠时间是婴儿健康成长发育的必要前提。从

睡眠时间来说,新生儿(0~28天)必要的睡眠时间为

16~18h,3个月左右的婴儿最少要睡满14~16h,6
个月至1岁 左 右 的 婴 幼 儿 睡 眠 时 间 约 为13~15
h[13-14]。

从生长发育过程来说,婴儿在出生不满3个月时

基本以卧床为主,活动量比较少,能够本能地抓住放在

手里的东西;4~6个月时慢慢学会翻身,基本能够双

手传递东西;7~9个月时上身可以离开床面,能独坐,
开始学爬,运动量、运动半径增加;10~12个月时能自

主地从坐到爬再到俯卧,直到学步,活动范围逐渐增

大。
从感知觉来说,除了需要类似在母亲子宫生存的

安全感外,婴儿还有着探索新世界的好奇心。在出生

未满3个月时,婴儿的视觉敏感度较弱,眼睛会不自觉

转向光源,视线会跟着熟悉的人或喜欢的玩具移动,会
在吃饱喝足或睡梦中出现自发性微笑,慢慢地学会用

哭声表达需求;6个月大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能体会到一些话语中带的情绪变化,醒时会哼唧哼唧

与人交流;7个月后可能会喜欢移动的东西,听到感兴

趣的声音会主动转头寻找声源;10个月后开始模仿大

人的一些简单动作,但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受挫折时

会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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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体工效学在婴儿睡袋设计中的应用

服装人体工效学是从人的生理和心理出发,以最

大限度满足人体需求为目的,研究“人—服装—环境”
系统的一门学科[15]。婴儿时期皮肤娇嫩,新陈代谢很

快,抵抗力较差,体表温度不稳定,睡觉期间很可能会

把覆盖物蹬开,且看护人不一定能够时时刻刻守在身

边,尤其是在夜间,这样就难免导致婴儿受凉生病。针

对这种情况,婴儿睡袋有着避免婴儿在睡眠期间着凉、
解放看护者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款式造型设计和材料

选用上。与此同时,婴儿睡袋的设计除了满足婴儿所

需的穿着功能外,还应该从色彩图案设计以及制作工

艺等方面挖掘睡袋设计的情感因素,通过合理的配色、
优良的工艺实现人性化设计。

2.1 婴儿睡袋款式造型设计

婴儿时期是生理和心理发展都极为 迅 速 的 时

期[16]。一般新生儿的身长约为45~55cm,体重约为

2.5~4kg;一岁时身长能够达到出生时的1.5倍,体
重达到出生时的3倍[17]。因此,设计婴儿睡袋的款式

造型时,不仅仅要适用于婴儿当前人体结构尺寸需求,
还需要从人体工效学角度出发,结合婴儿的成长发育

规律,设计出满足婴儿成长性、使用时间较长的婴儿睡

袋产品。
婴儿睡袋款式造型如图1所示,睡袋采用分腿式

设计,下摆呈茧形,因为随着宝宝月龄的增长,其活动

能力增强,能随意变换活动姿势,夜间可能会频繁踢腿

翻身,极易导致被子掉落而使宝宝着凉的现象出现,于
是分腿式的设计以及茧形的下摆既可以防止宝宝踢被

着凉,又可以给予宝宝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释放其好

动天性。在领口设计上,将前后中心点适当下移,并使

用贴布滚边以增加睡袋领口与颈部的服贴性,防止宝

宝在翻身或者伸展时因滑入睡袋而掩住口鼻;在袖子

设计上,考虑到宝宝睡前可能会自由玩耍,所以采用随

温度变化可进行自由增减的可拆袖,并且在腋下部位

使用透气面料,方便排除闷热汗气;在门襟设计上,使
用双向拉链,并在裆部使用暗扣,这样可以在不需要将

宝宝前胸暴露于外面的前提下为宝宝更换尿布,同时

在拉链顶端与领口连接处的位置使用挡布,防止摩擦

对宝宝颈部或下巴产生伤害;在臀部进行开口设计,使
用弹力罗纹布保证开口能自动闭合,方便家长在宝宝

穿着睡袋时为其把尿;在侧缝处,设计腿部长度调节

扣,一方面可以方便宝宝睡前活动,同时也可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宝宝的生长需求;最后配上可拆卸的脚套,保
证宝宝的脚丫不受寒气影响。

图1 婴儿睡袋款式造型设计图

2.2 婴儿睡袋材料选用

婴儿皮肤薄弱敏感,睡袋材料的触感会直接影响到婴

儿睡袋的舒适度,因此睡袋材料选取尤为重要。首先,睡
袋的材料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性,比如抗静电能力强、可
燃性低等,因为皮肤与布料摩擦所产生的静电可能会影响

到婴儿心理上的安全感与舒适感,当静电累积超过一定程

度时,便会产生小火花,一旦接触易燃易爆品,会直接威胁

到婴儿的生命。其次,由于婴儿天性好奇,在生长发育过

程中喜欢舔咬衣物,在选择睡袋材料时务必要注意布料的

化学安全问题。在GB/T23158-2008《进出口婴幼儿睡

袋安全要求及测试方法》标准中明确规定婴幼儿睡袋的化

学安全要求按GB18401-2003中A类产品要求执行[18],
其中甲醛含量不得超过20mg/kg,耐唾液色牢度必须达

到4级以上标准[19]。

2.2.1 里料选取

睡袋里料的选用要与婴儿所需要的功能相匹配。
婴儿皮肤娇嫩脆弱,身体代谢比成年人快,排泄也较频

繁,无法表述自身冷暖,容易出汗,体表温度会由于外

界环境的改变而产生较大起伏,所以常常会选择纯棉

面料作为睡袋的里料。对于婴儿来说,纯棉面料亲肤

性好、吸湿透气、保暖性高,这样不仅可以让宝宝在出

汗后保持干爽舒适,也可以在温差较大的夜里给予其

一个温暖的睡眠环境。

2.2.2 面料选取

由于婴儿处在生长发育的初期阶段,随着月龄的

增大会逐渐学会翻、坐、爬等动作,运动量会循序渐增,
所以睡袋面料的选择要注重布料的坚韧性、耐磨性和

耐洗性。除了常用的纯棉外,可选择保暖性相对较好

的羊毛作为秋冬季睡袋的面料,但设计时应注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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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头部和手部可以触及到的范围内使用羊毛材

料,防止婴儿误食或过敏。

2.2.3 填充料选取

婴儿睡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婴儿提供一个温暖

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婴儿受凉生病。由于秋冬季节

温度较低,单层结构的睡袋难以满足婴儿对于温度的

需求,一般会在睡袋内部加入轻便、保暖性好的太空棉

或真空棉来提高睡袋的保暖性。同时这两种化纤棉具

有一定的拒水性,洗后容易晾干,满足婴儿用品需要勤

换勤洗以避免细菌滋生的需求。

2.3 婴儿睡袋色彩、图案设计

良好的视觉训练可有效刺激婴儿神经系统与感觉

器官的发育。新生儿视觉敏感度较弱,大约在2个月

时可以分清红色和绿色。但由于婴儿好奇心较重,大
多容易被明亮鲜艳的颜色所吸引,所以在睡袋色彩的

设计上一般选用浅色系,以淡粉、浅蓝、鹅黄、纯白为

主,一方面可以保证在生产加工时尽可能地减少化学

制剂的残留,提高睡袋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又能够尽量

避免宝宝由于注意力分散而影响睡眠。睡袋图案的选

择应与婴儿的认知发展相对应,多采用一些简单图案,
如容易理解的几何图形、动植物图案等。婴儿睡袋色

彩图案的设计如图2所示,选取浅色为睡袋底色,配以

五角星为装饰图案,为宝宝营造了一个星空般的睡眠

氛围。

图2 婴儿睡袋色彩图案设计图

2.4 婴儿睡袋制作工艺

睡袋制作工艺与睡袋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息息相

关。婴儿睡袋制作工艺的人性化主要体现在缝制工艺

和印染要求上。在缝制工艺上,婴儿睡袋缝份不能缝

制过厚或过硬,且一般放在睡袋外面,防止对婴儿皮肤

造成擦伤;对于多层睡袋,一般采用绗缝工艺将睡袋里

料与填充材料缝制在一起,提高填充材料的可洗涤性;
另外在拉链端点或者可拆卸部位的连接处需设置安全

挡布,避免婴儿因为拉链或者连接处材料过硬而产生

异物感。在睡袋面料的印染上,国家标准特别规定禁

止在婴幼儿服装中添加可分解芳香胺染料,并不得存

在异味,因此可采用对天然纤维染色效果较好的草木

印染[20],为婴儿娇嫩的皮肤提供安全保障。

3 结语

良好的睡眠环境对于婴儿的成长发育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人体工效学在婴儿睡袋设计中的应用就是

以婴儿为本,结合其生理、心理特征,设计安全、舒适的

睡袋,减少外界环境对婴儿睡眠产生的影响,使得宝宝

在安逸的睡眠环境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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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HumanErgonomicsintheDesignofInfantSleepingSack
YUEXin-wei,ZHOUJie*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theinfant'sbodyshape,thedevelopmentalcharacteristicsofthesleepingtime,thea-

mountofexerciseandthesensationandperceptionofthebabyindifferentmonthswereintroduced.Theapplicationofergonomicsin

thedesignofinfantsleepingsackwasexpoundedfromtheaspectsofstyledesign,materialselection,colorpatterndesignandproduc-

tiontechnology.Accordingtotheprincipleofergonomics,combiningwiththeinfant'sphysicalandmentaldevelopmentcharacteris-

tics,thestylingdesignandcolorpatterndesignofinfantsleepingsackwerecarriedout,sothatthesleepingsackcouldnotonlymeet

thepracticalfunctionofpreventinginfantsfromcatchingcoldduringsleepandliberatingcaregivers,butalsomeetparents'emotional

andaestheticneedsforinfants'growthanddevelopment,andachieveaneffectivecombinationofformbeautyandfunction.

Keywords:ergonomics;infants;designofsleepings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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