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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女装结构设计（上）》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服装工程技术类精品教
程系列教材丛书之一，以“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服装结构设计》为基础，针对当前服装工程专业
高等教育的要求和任务，认真总结近年来女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的经验，以及国内外服装技术的发展
，在着重强调结构设计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的同时，注重实际应用，将课程的理论科学性
和技术实践性进行和谐的统一。
本教材与《女装结构设计（下）》相互衔接，形成全面系统的女装结构设计知识体系，可作为高等院
校服装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服装企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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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向辉，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系讲师，博士在读，主要从事服装结构设计及功能服
装舒适性研究。
1996年就读于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服装工程专业本科；2003年获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硕士学位：2003～2006年在大型服装企业技术部门从事样品开发、生产工作。
2006年至今在东华大学服装学院任教，担任本科生专业课程教学工作，主要教授课程有女装平面结构
设计、服装立体结构设计、女装工艺等。
任教期间先后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课程教委、上海市科委等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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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服装的功能与分类　　1.1.1 服装的功能　　服装（clothing）是具有不同穿着目
的、覆盖人体各部位的纺织品及装饰品的总称。
从远古时代人类开始用衣来裹体至今，服装的变迁已有悠久的历史了。
关于服装的起源，目前有多种学说，包括环境适应说、装饰说、羞耻说等，尽管很难有统一的定论，
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学说都反映了服装本身的功能。
　　概括起来，服装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对于外界环境的身体保护功能、群体生活中所形成
的各种社会及心理功能以及由人体与服装的关系所产生的生活辅助功能等。
　　1.身体保护功能　　服装的身体保护功能是指针对自然环境及人们生活环境的保护功能。
主要体现在：　　气候调节功能 对人体在其生活中不适应的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的温度、湿度条件下
能进行调节，从而保持人体生理机能顺畅、生活活动自如的功能。
　　防护功能 通过抵御外界的物理伤害、化学污染及特殊的光或热，从而达到保护身体的功能，如宇
航服、消防服等在特殊环境下穿着的服装均具有全面的身体保护功能。
　　2.社会及心理功能　　服装的社会及心理功能是以适应人际关系及社会环境为目的的心理方面的
服装功能，代表现代生活的多样化和服装时尚的主流，包括礼仪功能、身份标示功能和装饰身体功能
。
　　礼仪功能　通过适合社会礼仪和习惯的着装来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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