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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结构制图》自2007年问世以来，受到了全国服装专业广大师生的好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读者
的认同，对培养服装专业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服装工业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不断更新，服装设计新理念的产生，对服装结
构制图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原教材中的有些内容已显陈旧。
为满足教学的需要，我们对教材进行了修改补充，这次修订结合服装企业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使用了
最新的有关国家标准，对本书中服装款式的规格设计、合体性处理方法等内容中某些不恰当的部分作
了删除与修改，力求使该教材更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
希望本教材修订后更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教材的再次出版，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编者2012年11月目前，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服装新技术和新设备的更新，服装结构制图技术已
有了很大的发展，各服装院校对专业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教材是为了培养既有服装专业结构制图知识，又具有实际动手能力，善于组织管理的高级服装专业
人才而编写的。
书中较详尽、全面地论述了服装平面结构制图的原理及其运用，从人体体表的特征出发，到人体曲面
的平面结构处理方法；从人体活动引起的体表变化，到成衣规格的制定方法和组成；从服装基础纸样
的制作，到上、下装各类服装造型的结构制图原理及应用规律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本书对童装及针织服装的结构设计方法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建立了相应的结构设计模式，同时对特殊
体型的服装结构构成规律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书中列举了从便服到礼服的各式服装的结构设计方法，实例丰富，分析透彻，深入浅出，可操作性强
，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适用性和涵盖性，特别强调了能力的培养，突出了高职教育的特点。
本书实用性、指导性强，在生产和教学中均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本书为高职高专服装设计与服装工艺专业教材，也可供在职服装专业技术人员或服装爱好者学习参考
。
本书由成月华、王兆红主编，闫永忠副主编。
第一、三章由成月华、王兆红编写；第二、四章由闫永忠、李海兰编写；第五、六章及附录由宋勇编
写。
全书由成月华统稿。
本书由张文斌主审。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院校的领导、老师及同行们的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且时间紧，书中疏漏之处恳请专家、同行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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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结构制图(第2版)》科学、系统地阐述了服装平面结构制图的原理及运用，书中列举了大量编者
在教学和实践中运用的实例，并结合流行时尚，详尽地介绍了服装结构的变化规律、设计技巧。
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绪论、下装结构制图、上装结构制图、童装结构制图、针织服装结构制图
、特殊体型的服装结构制图等。
《服装结构制图(第2版)》实用性、指导性强，在生产和教学中均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服装结构制图(第2版)》为高职高专服装设计与服装工艺专业教材，也可供在职服装专业技术人员或
服装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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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放松量的设计 服装成衣生产在制定成品规格尺寸前，需要加放松量。
放松量是满足人体正常呼吸所必需的生理放松量和为满足人体运动而设计的运动放松量。
当然在结合款式，根据穿着层次的需要再加放款式的放松量，在进行针织服装的设计制作时，都必须
要考虑。
针织面料具有良好的弹性，在样板设计时，针织服装的放松量应比机织服装小。
 比如用一般弹性的针织面料制作的合体服装，围度的放松量可比机织物小6cm左右，设计紧身泳装、
健美服等贴身服装的样板时，不仅不加放松量，反而要减少放松量，即成品的规格尺寸要小于人体净
尺寸。
具体放松量的大小应根据针织面料的弹性大小和服装的造型程度来确定。
再比如用不同弹性系数的针织面料制作紧身贴体服，低弹性面料应设少许放松量，中弹性面料可不设
放松量，高弹性面料的放松量应设为负值。
针织面料还具有极好的悬垂性，易导致长度增加而宽度缩小。
例如在制作长裙时，则应将裙片围度适当放宽，长度适当放短一些。
 2.省道及分割线设计 针织面料因其具有良好的伸缩性、脱散性。
在样板设计时可最大限度地趋于简洁，尽可能地不用或少用省道和分割线，而且一般也不宜采用推、
归、拔、烫等结构造型的工艺处理，因为缝合后的省道容易造成成品外观不平服，分割拼合处硬挺无
弹性，呈现凹凸不平，既破坏了针织服装自然、柔软、舒适、富有弹性的特点，又破坏了其简洁柔顺
的造型。
在进行针织服装结构制图时，可以利，e8针织面料本身的弹性或适当利用作褶的造型来塑造人体曲线
。
 3.针织服装的边口处理 由于针织面料具有脱散性、卷边性和弹性，因此针织服装边缘部位的设计具有
独特性。
边口的设计常采用罗纹饰边，由于具有良好的弹性可以起到收紧的作用，也可以采用滚边处理。
有些服装设计师就是利用了针织面料的卷边性，在针织服装的领口、袖口进行设计，从而使针织服装
具有特殊的风格。
 4.拼裆设计 针织内裤的裆部一般采用拼裆设计，多为双裆结构。
拼裆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臀部的形态，调节裤子横裆处的松紧，把裆缝分散均匀受力并起加固作用，同
时结合针织面料的工艺特点，对方便排料节约用料有一定的作用。
针织服装的缝缉线宜稍稀，一般控制在每厘米10～12针。
通常采用五线或四线包边机缝制，使缝缉的线迹富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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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服装结构制图(第2版)》为高职高专服装设计与服装工艺专业教材，也可
供在职服装专业技术人员或服装爱好者学习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服装结构制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