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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人体工效学隶属于人体工效学，是解剖学、人类学、生物力学、环境卫生学、服装材料学、数学
等现代科学与服装学科的交叉，既是一种综合的边缘学科，也是一门以人为中心，以服装为媒介，以
环境为条件的系统工程学科。
我国的服装人体工效学较国内的其他人体工效学起步更晚，这和我国的服装产业虽然发展较早，但产
业基础及产业科学技术至今尚不够发达的国情是分不开的。
要提升我国服装产品的品位和品质，要从艺术和科学两个方面去努力，从艺术的层面是紧跟国际设计
潮流，培植、发展原创能力的设计理念和建立具有国际视野的设计团体。
从科学的层面是发展与服装相关的科学理论，在加快消化和吸收国际最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服装高新技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学里开设服装人体工效学这个课程，加深这个领域的理论探索和科研活动是必然
的也是必需的。
我们愿与这个领域的学者们一起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人体工效学而共同努力，让《服装人体工
效学》的编著出版作为我们工作征途的第一个里程碑吧!由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相对缺乏，本书不能更
多地反映出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定有不当之处，当以诚惶诚恐之心听取同仁们的指正。
在以后的版本中我们将尽快地更广泛地收集和反映这个领域的研究发展，以餮读者。
本书主要编著者为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张文斌教授、方方博士。
全书共分九章，其中第一、五、八、九章由张文斌编写；第二、六章由方方编写；第三章由肖平、方
方编写；第七章由孟祥令、方方编写．，第四章由河南科技学院白丽红副教授编写。
全书统稿由张文斌、方方、蒋丽君完成。
参与本书材料收集、图片描绘的还有胡英、李翠明、郭杨、沈淼、李小晖、范新艳、许练、高淑平等
。
在此对在本书引用的文献著作者以及在编著中作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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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人体工效学隶属于人体工效学，是解剖学、人类学、生物力学、环境卫生学、服装材料学、数学
等现代科学与服装学科的交叉，既是一种综合的边缘学科，也是一门以人为中心，以服装为媒介，以
环境为条件的系统工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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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斌，1946年6月25日生于上海。
1964年就读于南京大学数学系，1 967年至1 984年工作于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担任服装技术工作，1
984年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东华大学前身)担任刚筹办的服装专业讲师，1 992年至1 994年赴日本女子大
学研究服装人体工效学，现为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教授、博导，从事服装结构设计、服装人体工效学的
教学与研究，并为中国服装协会科技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服装技术标准委员会委员。
方方博士，主要从事服装人体工程学和服装数字化的研究，担任东华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
教学，主要教学课程有服装人体工程学、服装立体裁剪等，已获得人体测量领域国家发明专利两项。
2008年在康奈尔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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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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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服装人体工效学》由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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