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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纺织服装高等教育“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女装结构设计》为服装专业的系列教材之一，
以女性人体的生理特征、服装的款式设计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女西服套装、女衬衫、连衣裙、女大衣
、旗袍的结构设计原理、变化规律、设计技巧，有很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纺织服装高等教育“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女装结构设计》重视基本原理的讲解、分析透彻、
简明易懂、理论联系实际、规范标准，符合现代工业生产的要求。

　　《纺织服装高等教育“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女装结构设计》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制图采
用CorelDraw软件，绘图清晰，标注准确，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服装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服装企业女装制
板人员及服装制作爱好者进行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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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东昱，女，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院长，教授。
1992年毕业于天津纺织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同年分配到河北省服装研究所，1998年调入河北科技大
学工作至今，2009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
主要的研究方向为服装结构设计、服装CAD。
主持并参加省部级纵横向课题22项，鉴定成果14项。
指导学生获服装设计大赛奖励多项；发表学术发表论文16篇；公开出版论著10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女装结构设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女装结构设计基础理论
学习目标
能力目标
第一节 女性人体结构特点
一、女性人体的基本结构特点
二、女性人体横截面的特征对服装结构设计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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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际衣身原型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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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西服套装的部位名称
四、衣身的轮廓线与构成
五、女西服套装面料、辅料简介
六、女西服里子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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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服领的种类
九、西服领的部位名称
第二节 分割线结构西服设计实例——平驳头刀背结构西服
一、款式说明
⋯⋯
第四章 女衬衫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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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服装设计效果图是平面结构图转化成成衣生产用的毛样（生产纸样），即设计效果
图一确定体型及数据一结构分解图一确定主要部位制图规格数值一平面结构图净样一毛样。
在这样一个纸样设计过程中，纸样设计者一定要考虑如何能设定出一套较佳的生产纸样，才能使成衣
达到改善品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
 生产纸样（工业纸样）用于服装产品批量标准化、系列化流程生产，对成衣生产的品质、成本、效率
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从事成衣生产的服装纸样制作人员，不能片面地按结构原理照搬，忽视实际生产因素，不但要选择适
宜的比例公式制图及考虑人体体型，而且要考虑实际生产的品质、成本、效率。
 一、设计图的审视与分析 设计图的审视与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款式的功能属性 分析设计图中所表现服装的主要功能是实用型还是装饰型，是单层还是多层，某些
部件是附加还是与服装连在一起。
这些都关系到结构设计中的整体造型与细部调整，应首先弄清楚。
 2.廓形特征与结构类型 廓形是服装的第一形象。
只有把握廓形的特征，才能确定相应的结构形式。
只有采用合适的结构形式，才能保证成型后的服装与设计意图一致。
 3.分割线形式与部件造型 款式图上的分割线所体现的是成品效果，而它在平面制图中所处的位置与形
状，只有通过由三维到二维的转化过程，才能得以确认。
在进行分析时，首先要弄清分割的目的。
是以结构塑型为主，还是以外观装饰为主，或者是兼顾二者的综合性分割。
分割的目的不同，在平面制图中结构线的形状及处理手法也大不一样。
 款式图上没有尺寸标注，对于部件的造型、规格及位置，只能通过它与整体的比例关系来加以判断。
这是结构设计中常用的方法，也是结构设计师应具备的技能。
 4.工艺形式的分析 工艺体现于外观而作用于内在结构。
不同的工艺形式对结构的要求也不相同。
例如：表面缉双明线与无明线的缝份，在样板上的缝份加放量不同，要对各细节部位的连接方式，以
及各层材料之间的组合形式加以系统分析。
 5.材料塑性特点的分析 构成服装所需的面料、里料、辅料的种类、纹样、色彩、毛向、布纹等，关系
到制成品的可塑性、可烫性、可剪切性及可缝性。
特别是面料的塑性特点，关系到服装的廓型与风格，必须在认真分析上述内容的基础上，结合设计图
中所表现的服装风格，选择与之相适应的面料。
 二、设计图的结构分解 款式图上所表现的是一种立体形态。
结构设计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立体形态转化成平面制图。
因此，需要将设计图中所表现的立体形状进行分解，并结合数学分析，将三维立体形态转化为平面制
图。
分解步骤如下。
 1.设计图的归纳与概括 服装设计图的绘制有多种风格与技法。
有时为了追求艺术效果，经常采用一些夸张变形手法，使设计图中所表现的效果与实际之间存在差距
，要直接将它进行结构分解会有一定的难度。
可以将它进行归纳与概括，在不失其特征的前提下，将设计图转化为合理的款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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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纺织服装高等教育"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女装结构设计》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制图采
用CorelDraw软件，绘图清晰，标注准确，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服装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服装企业女装制
板人员及服装制作爱好者进行学习和参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女装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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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