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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服装业的照相人体测量方法研究

葛彦 刘国联
苏州大学 材料工程学院 江苏 苏州  

摘  要  采用手工直接测量和照相间接测量相结合的方法量取 名中老年女性的主要体型指标 运用 ≥°≥≥统计

软件对测量的人体数据进行均值分析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建立与服装相关的人体主要部位围度指标与宽度

和厚度指标之间的回归方程 并验证回归方程的正确性 ∀同时 依据照相人体测量法获得的主要体型指标均值描

绘出正面和侧面的人体体型外轮廓图 为人台模型 !合体服装造型和服装结构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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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测量是通过测量人体各部位尺寸来研究人

的形态特征 它为各种工业设计 !建筑家具 !机械设

备等提供了设计的基础≈ ∀在服装领域 人体测量

是服装人体工效学的重要分支 是服装设计 !制作的

前提 也是服装工业化生产中制定号型规格标准的

基础 ∀人体测量的传统方法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手

工测量法 该方法应用较广泛 但测量数据有限 效

率较低 花费时间多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 人体测量技术也在不断更新 利用现代技术的

人体测量仪器对人体进行扫描 间接获取人体数据 

测量效率和精度高 但仪器在价格和性能等方面还

存在不足 ∀

目前 照相测量方法已被应用于人体测量领

域≈
它们的优点在于简单易行 速度较快 可获得

手工测定无法得到的更多指标 ∀但照相测量各种指

标的提取 !数据与手工测定数据的吻合性 !围度指标

的获取等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运用非接

触式照相人体测量和手工测量相结合的方式来测量

人体 以探索解决照相间接测量人体的有关问题 ∀

1  测定对象与方法

人体测量对象为苏州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女性学

员 共测 名 其中 名人体体型数据用于人体

测量方法的研究 其余 名人体数据用于研究结果

的验证 ∀测定时间为 年 月 ∀

依据服装设计和实际制作中需要的人体体型指

标数据和实际测量条件 确定了测量的具体体型



指标 ∀

手工测量法是广泛应用的直接测量人体的方

法 ∀使用测量工具直接测量 主要测量工具有身高

计 !杆状计和软尺  ∀测量时 被测者穿着贴

体单衣 保持自然直立状态 头以法兰克福平面定

位 眼睛平视 上肢自然下垂 手掌朝向体侧 左右足

后跟并拢 呼吸均匀正常 ∀测定指标包括身高 !颈

围 !胸围 !腰围 !臀围 !胸厚 !腰厚 !腹厚和臀厚这 个

人体指标 ∀

照相测量方法是运用光学技术对被测人体进行

数码拍摄 根据拍摄结果进行间接测量的非接触式

测量方法 ∀照相测量法≈要在被测者身上标定待测

尺寸的测量点 测量者保持正常站立姿势 站立在规

定的位置 同时在人体垂直和水平方向放置长度为

 和1 的标杆以及 β直角尺作为参照物 保证

人与标杆在同一平面 ∀照相机镜头保持水平与垂

直 用数码相机拍摄正面全身照和侧面全身照统一

左侧面各 张 ∀照相过程所使用主要工具有 数码

相机 !三脚架 !标杆 ∀用 ≤ 1软件≈对数

码照片进行测量 长度计算公式为 缩小量 照片标

杆尺寸Π实际标杆尺寸 实际尺寸 照片尺寸Π缩小

量 角度可以直接测量 ∀照相测量的 个主要指标

如图 所示 ∀运用 ≥°≥≥软件对测量的人体体型数

据进行均值分析 !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等≈ ∀

2  测量结果分析

211  照相测量法数据可靠性验证

将照相测量人体数据与实际手工测量数据进行

均值差异性比较 从而验证照相测量获取数据的可

靠性 ∀本文选定身高作为纵向长度 胸厚 !腰厚 !腹

厚和臀厚数据作为横向长度比较指标 直角作为角

度比较指标 均值比较结果见表  ∀
表 1  照相测量值与手工测量均值差异性检验

Ταβ .1  ∆ιφφερενχε τεστ οφ τηε τωο µεασυρεµεντσ

测量

项目

测量值Π#β   方差齐次性检验 τ值及其显著性

手工值 照相值 Φ ≥ τ ≥2

身高 1 1 1 1 1 1

胸厚 1 1 1 1 1 1

腰厚 1 1 1 1 1 1

腹厚 1 1 1 1 1 1

臀厚 1 1 1 1  1 1

直角   1 1  1 1

  由表  看出 双尾检验各体型指标的 ≥1

2均大于 1 表明照相测量纵向 !横向长度

 ) 肩斜角  ) 胸突角  ) 背倾角  ) 腹突角  ) 臀翘角 

 ) 背入角  ) 腰围后点到臀围后突点水平距离  ) 颈椎点到

胸围线垂直距离  ) 前颈点到胸突点水平距离   ) 颈宽 

 ) 肩宽  ) 前胸宽  ) 腰宽  ) 臀宽  ) 颈厚  )

胸厚  ) 腰厚  ) 腹厚  ) 臀厚  ) 颈椎点到腰围线垂

直距离  ) 身高 ∀

图   人体正面和侧面照相测量示意图

ƒ  ≥ ∏

和角度均值与实际手工测量均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照相测量值基本接近手工测量值 因而 照相测量法

获取的人体数据是可靠的 可以用于人体体型分析 ∀

212  人体围度尺寸确定
人体围度与厚度和宽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尤其是与服装密切相关的人体主要指标颈围与颈

宽 !颈厚 胸围与胸宽 !胸厚 腰围与腰宽 !腰厚 臀围

与臀宽 !臀厚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如

表  !图 所示 ∀
表 2  围度与厚度 !宽度的相关分析

Ταβ .2  Πεαρσον χορρελατιον αναλψσισ οφ βοδψ χιρχυµφερενχε

διµενσιονσ ανδ βρεαδτη διµενσιονσ, βοδψ χιρχυµφερενχε

διµενσιονσ ανδ τηιχκνεσσ διµενσιονσ

围度
皮尔逊相关系数

宽度 厚度

颈围 1 3 3 1 3 3

胸围 1 3 3 1 3 3

腰围 1 3 3 1 3 3

臀围 1 3 3 1 3 3

  注 3 3 为 1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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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颈围与颈宽 !颈围与颈厚的散点图

ƒ  ≥ 

  由表 看出 各项围度指标与相应的宽度与厚

度指标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由图 看出 颈

围与颈宽 !颈围与颈厚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依据其

他围度与相应宽度 !厚度的散点图 得出他们之间也

存在线性关系 ∀因此可以利用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围

度与宽度和厚度之间的回归方程来确定人体体型主

要围度指标 ∀强行介入法∞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所示 ∀

表 3  围度与厚度 !宽度的回归分析

Ταβ .3  Ρεγρεσσιον αναλψσισ οφ βοδψ χιρχυµφερενχε διµενσιονσ ανδ βρεαδτη διµενσιονσ,

βοδψ χιρχυµφερενχε διµενσιονσ ανδ τηιχκνεσσ διµενσιονσ

回归方程        
τ值及其显著性

回归常数 宽度系数 厚度系数
Φ值及其显著性

颈围  1颈宽  1颈厚  1  1 1 1 1 3 3

胸围  1前胸宽  1胸厚  1  1 3 3 1 3 3 1 3 3 1 3 3

腰围  1腰宽  1腰厚  1 1 1 3 3 1  1 3 3

臀围  1臀宽  1臀厚  1 1 1 3 3 1  1 3 3

  注 3 3 为 1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 ∀

  为了验证所建立的确定围度指标回归方程的可

靠性 随机选取 名中老年女性进行验证实验 照

相测量获取颈宽 !颈厚 !前胸宽 !胸厚 !腰宽 !腰厚 !臀

宽 !臀厚这 个体型指标数据 将数据代入上述回归

方程并计算出颈围 !胸围 !腰围 !臀围这 个体型指

标数据 并与实际手工测量的这 个指标进行均值

差异性比较 结果见表  ∀可以看出 各体型指标的

≥12均大于 1 表明通过建立的回归方

程计算出的体型指标值与实际测量值之间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 建立的主要体型围度指标回归方程是准

确的 ∀

213  人体体型外轮廓图建立

通过照相测量获取的 个人体体型主要指标

值可以描绘出中老年女性人体正面和侧面体型外轮

廓图 指标均值分别为 颈厚 1 胸厚

    表 4  计算值与测量值差异性检验

Ταβ .4  ∆ιφφερενχε τεστ βετωεεν τηε µεασυρεδ ϖαλυε

ανδ τηε χαλχυλατεδ ϖαλυε

测量

项目

测量值Π



计算值Π



方差齐次性检验 τ值及其显著性

Φ ≥1 τ ≥12

颈围 1 1 1 1  1 1

胸围 1 1 1 1 1 1

腰围 1 1 1 1  1 1

臀围 1 1 1 1  1 1

1 腰 厚 1  腹 厚 1  臀 厚

1 胸突角 1β 背入角 1β 背倾角

1β 臀翘角1β 腹突角1β 肩斜角1β 

颈宽1 肩宽1 前胸宽1 腰宽

1 臀宽1  颈椎点到胸围线的垂直距

离为 1  前颈点到胸突点的水平距离为

1 颈椎点到腰围线的垂直距离为1 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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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后点到臀围后突点的水平距离为1 ∀

人体外轮廓图见图  ∀可以看出 从照片测量

获得的 个主要体型指标均值可以描绘出正面和

侧面体型外轮廓图 ∀中老年女性肩部明显倾斜 胸

突角相对较小 胸部下降 背倾角较大 略有驼背的

趋势 腹部前突较为明显 臀翘角最小 臀部已经下

垂 ∀对体型的描绘 可为服装企业设计 !制作人台模

型和人体体型分类及号型修改提供参考意见 ∀

图   人体体型外轮廓图

ƒ  ƒχ∏

3  结  语

 照相人体测量法与手工测量法相比是更加

简单 !方便的人体测量方法 运用计算机技术从数码

照片中测量人体体型数据是可行的 与实际手工测

量的尺寸有较好的吻合性 ∀

 各项围度指标与相应的宽度与厚度指标均

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可以建立围度与宽度和厚

度之间的回归方程来确定人体体型主要围度指标 ∀

经验证由回归方程确定的主要体型围度指标是准

确的 ∀

 通过照相人体测量法获取的主要人体体型

数据 包括长度 !厚度 !宽度和角度数据 可以模拟出

人体体型正面和侧面的外轮廓形状 为设计制作人

台 !人体体型分类 !服装号型修改和服装结构设计提

供有价值的参照依据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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