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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人才规格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
为了提高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质量，进一步搞好教材建设，教育部师范司（原国家教委师范司）
组织编写了这套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服装设计与工艺峙业教材。
经过遴选，全国十余所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服装专业的部分教师参加了编写工作。
　　《服装结构设计》分上、下两册，本书为上册——平面结构设计。
我们在编写中注重能力的培养，使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本书的绪论、第八章由魏静编写；第一章由潘凝编写；第二章由吴晓春、吴国华编写；第三章由张颖
编写；第四章由付平编写；第五章由张洪捷编写；第六章、第七章由韩滨颖编写；书中插图由吕波绘
制。
全书由魏静任主编，负责统稿；由欧阳心力担任主审。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且时间匆促，错漏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同行及
学生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
　　本书自出版以来，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进一步提高质量，编者在原教材的基础上，对发现的
错漏之外进行了挖改和重排，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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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服务设计与工艺专业教育部规划教材。
本书为平面结构设计部分，共分九章，内容包括：绪论、服装制图知识、人体与服装、下装结构设计
、上装结构设计、服装款式综合实例、特体服装结构修正、服装结构弊病修正、服装裁剪工艺与材料
准备、平面结构设计总论等。
全书内容丰富，知识完整，技术全面，图文并茂，使理论与实践、技术与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本书也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服装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作为服装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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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数量复核与验料　第三节 画样与排料　第四节 铺料　第五节 裁剪、验片、打号、扎包第九章 原型
裁剪法概论　第一节 服装原型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第二节 各种原型结构的分析比较　第三节 原型的
应用方法　第四节 款式结构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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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如为达到某种造型效果，肩端点的位置需内外移动，落肩的尺寸也会需要变化，那么与此相对
应的袖山部位也应随之进行调整，见图4－25。
　　2.袖窿弧长与袖山弧长的数量关系：为了使袖山造型圆顺、饱满，袖山要有适当的缩缝量。
这个缩缝量与袖山的高低有关系，当袖山高曲度大时，缩缝量应多些，反之则少些。
缩缝量与面料的薄厚、组织结构的疏密都有关系。
较厚的面料，结构疏松的面料应多些；薄料、组织结构紧密的缩缝量则应少些。
这些缩缝量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各处，而是袖山顶点两侧的部位较多，其他部位较少，见图4－26。
　　3.袖底弧线与袖窿弧线的对应关系：要使衣袖装缝后很好地与衣身吻合，除了袖窿与袖山的弧线
比例正确，线迹圆顺外，还有一点比较关键的是衣袖的袖底弧线与袖窿线的吻合。
造型合体、平服的衣袖，其底部与袖窿弧线的形状十分接近，基本吻合，否则衣袖底下会堆积余褶，
西服的袖型基本属这一类。
造型宽松，肥大的衣袖，衣袖底部与袖窿弧线不必吻合，形状上可以有较大的差异，见图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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