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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结构设计》是“服装高等职业教育教材”中的一个分册。
　　服装的结构设计是当今服装工业生产中一个崭新的课题，它体现出服装造型与人体结构有机结合
的技术美，是服装从款式造型到服装缝制完成过程中的必要手段。
本书共分十章，从服装结构设计基础入手，系统地阐述了裙装、裤装、衣身、衣领、衣袖的结构设计
，同时介绍了男、女装的整体结构设计、结构变化，以及特体服装的结构设计、条格衣料与服装里料
的结构设计等内容，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每章后附有思考题，供学习和教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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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服装结构设计基础　　第一节　服装结构设计的表达技法　　目前服装结构设计的表达
技法有：立体法，平面法，立体和平面相结合三种方法。
　　一、立体法　　立体法又称立体裁剪法，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结构设计手法。
早在公元13世纪前后，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用立体法来裁剪服装，当今世界上仍有很多服装设计师在
使用这一方法。
立体法的主要工具是人体模型，而人体模型的尺寸要与穿着者的人体尺寸相一致。
然后在人体模型上用有色的丝带标出基准线，以此划分服装各衣片的相关部位，作为设计衣片结构或
裁剪时的参考。
标出的常用部位有：胸围线、腰围线、臀围线、前后中心线、摆缝线、领圈线、左右公主线等。
除了人体模型以外，还可用棉布和棉花制作一只手臂模型，以供裁剪衣袖时使用。
　　用立体法进行结构设计时，一般不使用正式衣料，而是用纱布或坯布（即质量较差、较便宜的衣
料）代替。
先将坯布用大头针别在人体模型上，按照预定的款式修剪出毛样。
在别样和修剪过程中，对衣料的经纬丝缕要十分重视，丝缕如有偏斜，将会严重影响成品质量，用直
料的部位丝缕要平直，用斜料的部位丝缕要保证45度正斜。
结构设计还要考虑收省、褶裥、分割衣缝的设置及预放做缝、贴边等。
由于立体法是将衣料直接放在人体模型上剪裁，没有预定的尺寸规格，因此对服装放松度的设置显得
十分重要，既要考虑款式造型因素、流行趋势因素，又要考虑穿着习惯和穿着时服装内外层因素等。
最后将毛样取下，稍加修整校验后，即可按照毛样裁剪正式衣料。
　　用立体法进行结构设计制成的服装，贴体合身，衣缝线条自然、流畅。
因为立体法是将衣料直接披覆在人体模型上进行裁剪的，裁剪时像雕塑家进行雕塑一样，要求操作者
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能运用艺术的眼光根据服装款式的需要进行设计。
在平面法中较难表示的服装褶皱、曲线、波浪和复杂的衣缝线条等，在立体法中均能得到较好的表现
。
立体法不仅能有效地展现出服装成品的韵味、姿态美和机能性，而且能反映出设计者的才华和风格。
立体法适用于女式晚礼服、连衣裙等服装设计，并适合轻薄柔软衣料，如丝绸、薄型化纤织物、丝绒
或涤纶乔其纱等。
对厚重硬挺的衣料，采用立体法则难显示出其优势。
另外，运用立体法进行结构设计成本高、效率低，因此，在现代服装工业生产中使用甚少，而在高级
时装制作或艺术性、表演性强的服装领域中有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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