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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上关于服装结构的构成方法有两种：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
在企业的实际操作中常是两种方法的综合使用。
目前常规的认识认为：平面构成方法（俗称平面裁剪）适用于通过操作者的逻辑推断或经验的借鉴，
运用一定的制图公式或尺寸，能将服装造型（3D）转变为平面的服装结构图形（2D）的服装类型，一
般来说这种服装类型应是有规则的，能用数学语言加以概括描述的；立体构成方法（俗称立体裁剪）
适用于服装造型变化复杂（常为皱褶、垂荡、波浪、折叠等变化造型），或，是材料悬垂性、飘逸性
良好而导致平面操作难度高的服装类型。
由于这种认识的存在，加上两种构成方式的教学成本的差异，所以目前我国的服装构成教育模式基本
上以平面构成为主、立体构成为辅，即在立体构成基础课中讲述服装原型及基本衣身平衡的构成原理
，在立体构成应用课中讲述复杂造型的女装构成方法，这无疑是目前最可行也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模
式。
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提高立体构成课程的比重无疑是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样的观点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目前发达国家如英、法、日、美等国的服装名校的教学都是以
立体构成为主、平面构成为辅，这种共性自有其深层的理性的考量；二是从实践来看，立体构成不光
是一种构成服装布样的技术方法，而且是一种在人体模型上直接设计服装造型的艺术构思手法，这种
直观的，能将人体、素材、造型三者密切结合成一体的艺术构思手法是其他任何设计手法所不能比拟
的。
这种构成方法在灵感萌生、想象能力的启迪方面，对设计者尤其对艺术类的学生来说很重要。
因此，我国的服装结构构成教育的模式应该逐步与国际接轨，至少应该尽快将艺术类院、系的课程教
学过渡到以立体构成为主、平面构成为辅的模式，逐步地提高工科类院、系课程的教学中立体构成的
比例。
这对于实现我国高校服装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服装立体裁剪》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东华服装精品系列教材》的
组成部分，分《基础篇》和《提高篇》两个部分。
《基础篇》分析了服装立体构成的历史：所需的用具及前期准备工作，示范了各类基本造型的操作方
法，重点解析了操作要领；《提高篇》分析了服装立体构成的技术原理、艺术方法，示范了各类变化
造型的操作方法，重点解析了操作要领。
《基础篇》由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刘咏梅副教授撰写，《提高篇》由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张文斌教授撰写
。
本书汇集了作者们二十多年的教学心得、研究成果，凝聚了作者们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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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立体裁剪所用布料的丝缕必须归正、不允许歪斜。
作为立体裁剪的主要布料，一般都是经、纬向的，而经纬向的纱线之间呈垂直状，都具有应力，其相
互之间的应力相互抵消则使布料保持平整，即常说的“丝缕归正”。
但当制造、整理时出现的失误，以及一块布料从整体布料上取下时（应采用撕开的方法，以使撕开口
的丝缕齐整），由于撕拉过度而会使布料丝缕歪斜错位，此时应该将这些布料喷湿后用熨斗烫（最好
使用蒸汽熨斗），使之丝缕归正，纵横垂直。
如果在整块已熨平的坯布上取出小块坯布时应用剪刀剪开的方法。
使用这样的布料与人体模型覆合～致后剪开，得到的衣片才会“丝丝相扣，缕缕相通”，用此坯布布
样与正式布料覆合时也要注意坯布布样的丝缕与正式布料的丝缕吻合一致，以使用正式布料制成的服
装保持平衡，与人体模型上的造型一致。
否则将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在人体模型上用大头针固定得到的立体裁剪的造型是理想的，但取下后
用正式布料制作出来的造型却歪斜错位，不尽人意。
　　1.3 立体裁剪的缝道技术处理要求　　缝道亦可称为缝子、衣缝线。
整件服装是通过缝道将各个衣片组合起来而形成所设想的造型，因此缝道的处理技术至关重要。
这一.点不仅对平面纸样设计非常重要，对立体裁剪来说，缝道处理技术则显得更为重要和实际。
　　首先，在进行缝道处理时要注意将缝道尽可能设置在人体曲面的每个块面的接合处，即女体胸点
（BP）左右曲面的接合处——公主线；胸部曲面与腋下曲面的接合处——前胸宽线下侧的分割线；前
后上体曲面的接合处——肩线；腋下曲面与背部曲面的接合处生背宽下侧的分割线；背部中心线
（BNL）两侧的曲面的接合处——背缝线；腰部上部曲面与下部曲面的接合处——腰围线；腹臀沟两
侧曲面的接合处——上裆线；腿部前后曲面的接合处——侧缝线或下裆线。
即使因为服装造型的需要，缝道不在人体曲面的接合处，亦要考虑将缝道尽可能靠近这些接合处。
因为缝道设置在人体曲面的块面接合处，一可以使缝道的处理简洁，一般只需要简单的缝合或略加拉
伸，归拢便可：二可以使服装外型线条清晰流畅，与人体形态相符。
　　其次，缝道处理时要注意将缝道两侧的形状设计成直线，或与人体相符的略带弧形的线条形状，
而不要设计成两侧的形状相异或差异较大，缝道两侧的形状相同或相近，缝合时简单方便且能做到平
整均匀；后者由于缝道两侧的形状相异，缝合时较覆杂且易歪斜不自然，需很谨慎。
图1-3-1是缝道呈直线和弧线式的展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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