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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编针织女装原型设计与应用

罗琴
惠州学院 服装系 广东 惠州  

摘  要  针对目前针织服装生产企业中样板制作仍普遍沿用传统的规格演算法 其适应性不强 亦无理论依据可

寻 所制成的服装适体性差的问题 提出针织服装的结构设计不仅需要符合功能要求 更要保证自身结构的合理性

和造型的审美性 ∀运用平面和立体相结合的设计方法构建纬编针织女装原型纸样 并研讨运用该原型进行纬编针

织女装结构设计的方法 对建立适应针织服装发展的结构设计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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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琴 )  女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结构设计 !服装 ≤⁄∀ ∞∏ ∏∏∀

  我国现代针织服装业尚处于发展阶段 特别是

针织服装的结构设计理论还很落后 在生产企业中 

仍普遍沿用传统的规格演算法进行生产 这种方法

适应性不强 亦无较强的理论依据可寻 所制成的服

装在适体性上也存在问题 ∀针织服装的结构设计不

仅需要符合功能要求 更要保证自身结构的合理性

和造型的美观性 因此建立适应针织服装发展的结

构设计理论体系十分必要 ∀

1  针织服装结构设计特点

由于经编针织面料不易脱散 延伸性小于纬编

针织面料且尺寸稳定性好 而且用于设计外衣的经

编针织面料的性能接近机织面料 因此经编针织面

料服装可以借用机织面料服装的结构设计方法 ∀本

文主要研究纬编针织面料设计的针织服装 ∀

针织服装的结构特点和规律主要体现在 个方

面 需充分考虑面料的弹性 减小围度上的放松

量 ∀一般针织物的横向拉伸率可以达到  左右 

如果采用弹性纤维并结合适当的组织结构 可以生

产出弹性极强的面料 使针织服装穿着后具有造型

重塑性 ∀高弹面料的紧身衣加放量可为负值 即这

类服装在进行结构设计时不仅不需要加放放松量 

还应适当缩小围度尺寸 以保证衣服紧贴身体 ∀一

般来说 做合体型针织服装若采用的面料弹性较好 

则不用设生理加放量和形态加放量 弹性一般的面

料仅设生理加放量即可 弹性较差的面料应设生理

加放量和部分形态加放量 ∀另外 针织服装的领口 !



袖口等横向部位的尺寸也应相对同类的机织服装适

当地缩小 ∀

服装结构线少且表现形式简洁 ∀针织服装中

结构线的形式大多数是直线 !斜线或简单的曲线 ∀

往往在机织服装中必须采用曲线的部位 针织服装

只需直线或斜线就能达到相似的效果 ∀由于针织物

的弹性 !卷边性和脱散性等特点 在针织服装的结构

处理中 分割线用得较少 省道线则应尽量省略 ∀尤

其是对于贴体合身的服装 不必追求复杂的结构 不

设或者尽量少设适体性的省道 !分割线 可以有效防

止经缝纫以后的省道 !分割缝硬挺无弹性 在凸起的

部位形成凹点 而在凹势中又形成凸点的现象 影响

针织服装柔软 !舒适 !自然的质感 也破坏了其简洁 !

柔顺的造型 这是针织服装与机织服装结构设计的

最大区别 ∀

2  纬编针织服装原型设计

目前在针织服装生产企业中 普遍采用传统的

规格演算法来进行针织服装样板的设计制作 ∀在这

种方法中 规格尺寸的确定是设计样板的主要依据 

因此在样板设计中 首先要设定衣长 !胸围 !腰围 !挂

肩 !挖肩 !前后领窝宽 !领窝深等规格尺寸 然后再以

成品规格尺寸为依据 考虑缝耗以及坯布工艺回缩

率并通过计算直接获得样板 ∀随着针织内衣外衣

化 外衣时装化发展趋势的到来 规格演算法的局限

性日益明显 ∀根据不同的针织面料和款式 快速 !准

确地找到一种即便捷又能适应款式多变 !结构各异

的服装制版方法 是针织服装业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

211  纬编针织女装原型立体构成
在标准人台上 按照前矩形 后矩形的立体形

态来构成针织女装原型 根据针织服装结构设计尽

量不用省道和具有结构功能的分割线的特点 将前

浮余量放到胸围线的腋下位置 处于这个位置的浮

余量可以方便地转移到其他位置 实现各种形式衣

身结构的平衡 将后浮余量一部分放在肩线处消除 

另一部分放在后背宽线位置用袖窿省的形式消除 ∀

图 是从标准人台上通过立体构成得到的针织女装

原型的前面 !后面以及侧面的照片 ∀

从图 可以看出 针织女装原型的设计符合原

型立体构成的要素 前后衣身布样的纵横线都与

标准人台的前中线 !后中线 !胸围线 !腰围线相吻合

一致 前后衣身的正中线都与水平线成垂直状态 

图   针织女装原型前视 !后视 !侧视图

ƒ  ƒ222

χ

腰围线成水平状态 收取前 !后浮余量后的胸围线

和腰围线仍为水平线 颈围线与人台颈根围相一

致 前胸宽 !后背宽与标准人台的对应部位基本

相符 ∀

还可以看出该原型的胸围线与腰围线之间的立

体成矩形 即该原型为箱形 ∀通过立体构成得到的

针织原型的胸围是   即胸围松量为  ∀可见 

由于针织面料具有良好的拉伸性和悬垂性 其立体

构成的针织女装原型无需加放松量 ∀

212  纬编针织女装原型的平面制图
针织女装原型平面设计图见图  制图步骤 

横向取净胸围的一半 不加放松量 纵向取前

中线长即颈侧点至腰围线长度  1η  1 

后中心线长即后背长  1η  1 ∀

由后中心线向上量取 Π  Β
3 Π作为后上

平线 由前中心线向上量取 Β
3 Π    作为前

上平线 ∀

袖窿深线即胸围线由后中心线上端向下量取

Β
3 Π    ∀

于胸围线的中点处作侧缝线 ∀

 前胸宽    Β
3

    后背宽 

  Β
3
  ∀

后横开领宽取 Β
3 Π 则后直开领深取

Β
3 Π 前横开领深取 Β

3 Π     前横开领宽

取 Β
3 Π     ∀

前肩斜角取 β 后肩斜角取 β ∀前肩斜线

长 颈侧 肩峰    Β
3
    后肩斜线长 

前肩斜线长        Β
3
   ∀

前后浮余量的大小是根据立体构成而得到

的 前浮余量      Β
3 Π     后浮余

量      Β
3 Π    ∀前袖窿下至胸围线

为前浮余量 ∀  的后浮余量放在肩线处 剩余

的  浮余量放在后背宽线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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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好袖窿线 ∀

注 η为测量标准人体身高数值这里取  制图 Β 3 为净

胸围数值 即胸围不增加放松量的数值这里取  制图 ∀

图   针织女装原型平面设计图

ƒ  • χ 

3  纬编针织原型应用

311  宽松型针织服装结构设计

如图 所示 以后腰围线为基准 将原型前片的

前浮余量全部下放 ∀在原型上加出所需衣长 胸围

按 Β  Β
3
  计算 ∀宽松型针织服装胸围放松

量的设计应集中在侧缝处 一般使后侧缝追加放松

量尺寸大于或等于前侧缝 目的是适应人体背部朝

前运动的需要 ∀在侧缝胸围尺寸增加的同时 相应

的要挖深袖窿 袖窿挖深的尺寸大约为前后侧缝水

平增量总和的一半 ∀肩线的处理应该配合衣身的松

量进行设计 抬高并延长前后肩线 肩点抬高尺寸仍

设计为后片大于或等于前片 ∀根据款式需要 前后

肩线抬高  同时在肩部追加长度松量 达到落

肩效果 ∀

312  合体型针织服装结构设计

以原型后片的腰围线为基准 将原型前片的腰

围线与之对齐 如图 所示 ∀首先在前衣身中心处

放出 的撇胸 即将针织原型中的浮余量部分处

理为撇胸形式 ∀图中虚线部分是设计撇胸前的原型

前片 细实线部分为变化后的效果 ∀在原型上加出

必要的衣长 胸围加放松量为 即按 Β  Β
3


 计算 后袖窿挖深  前袖窿深比后袖窿深

抬高   使前片侧缝比后片侧缝长   即将

部分浮余量转移到侧缝进行缝缩处理 腰部收省量

为  在腰围线侧缝处收进  前后肩线各

图   宽松型针织服装衣身结构图

ƒ  °∏∏ 

抬高   后片小肩宽比前片小肩宽大  作

为肩部缝缩量 ∀

图   合体型针织服装衣身结构图

ƒ  °∏∏

313  紧身型针织服装结构设计
针织服装原型的细部尺寸比较接近人体静态净

体尺寸 ∀设计紧身服装时 要充分应用针织面料的

弹性 主要是在衣片横向尺寸上根据不同面料的弹

性回复率大小来确定服装横向规格尺寸 ∀其方法是

在净胸围尺寸上去掉面料的弹性量 ∀受围度减小的

影响 背长需适当追加 以保持衣身结构的平衡 追

加的量会小于或等于围度方向减小的量 ∀根据面料

弹性以及款式的特点 将成衣胸围设定为 即

原型胸围缩小  Β  Β
3
  分别在原型前片

和原型后片删减去胸围松度总量的 Π    ∀

首先进行原型的变化 分别在前后中心线 !前后侧缝

线以及中心线与侧缝线的正中间处剪除  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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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紧身型原型的变化

ƒ  ∂ 

将删除了多余松量的原型样板按照原来的原型

轮廓进行调整 并追加背长作长度方向的调整 ∀这

样调整后的原型样板结构仍处于平衡状态 见图  ∀

当衣身胸围运用 的弹性量时 针织原型的浮余

量大小为  ∀将调整后的新原型按照前后原型

腰围线对齐放置 ∀

图   调整后的针织原型

ƒ  °∏

如图 所示 细实线表示原型 先根据款式设计

将前后横开领开大 前领深挖深 将部分浮

余量  以不对准 °点的省去除图中阴影部

分 其实质为保持后片横开领和肩斜不变 将前片

横开领加大 增加前肩斜角 ∀同时使前片侧缝比后

片侧缝长  即将部分浮余量转移到侧缝进行

缝缩处理 腰围取 即腰部收省量 在腰

围线前后侧缝处各收进  肩宽量按照原型肩

宽取值 不加放松量 后片小肩宽比前片小肩宽大

  的缝缩量 ∀

从这些应用中 可看出不同造型针织服装纸样

设计的重点在于围度和宽度尺寸的把握 在针织原

图   紧身型针织服装衣身结构图

ƒ  °∏∏2

     

型纸样的基础上做调整获得合体型 扣除宽松量获

得紧身型 增加放松量获得宽松型 从而构成覆盖针

织内衣 !外衣不同服装类别和不同廓型的针织服装

原型纸样设计体系 实现针织服装衣身结构的良好

平衡 体现针织原型的可操作性和技术可行性 ∀

4  结  语

本文提出浮余量和衣身结构平衡的概念 设计

了适合纬编针织面料特性的针织女装原型 并建立

了纬编针织女装原型结构设计理论体系 ∀通过对纬

编针织女装原型在针织服装结构设计中的具体应

用 获得合体型 !紧身型负放量和宽松型针织服装

的纸样 验证了纬编针织女装原型是适合纬编针织

服装设计的基础纸样 可以广泛用于内衣和外衣的

设计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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