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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数字化技术基本特征分析

李旭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 浙江 杭州  

摘  要  主要针对目前服装数字化技术发展的现状 从功能的基本特征概括了二维和三维的技术特点 并对其中

的主要技术进行了分析 为用户选型 !开发人员完善软件系统以及推广应用提供了技术依据和理论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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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实现服装数字化技术的是服装计算机辅助

设计 发展至今己近四十年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采用计算机进行读版 !放码 !排料 这是一个以

代替手工为主的服装 ≤⁄技术时期 八九十年代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 !日本等也相继发展和使

用了服装 ≤⁄技术 比如美国格柏 !法国力

克 !德国艾斯特  ∞ !西班牙艾维

√ !瑞士艾力斯  ¬ !加拿大派特

°⁄等系统 同时服装 ≤ 技术也开始发展 国

外服装企业有   以上使用了服装 ≤⁄技术 ∀

年以后 国内服装 ≤⁄技术开始迅猛发展 相

继出现了不少服装 ≤⁄系统 如布易 !航天 !日升 !

丝绸之路 !富怡等系统 ∀到目前为止我国服装业

≤⁄应用普及率在  左右≈
并且各大系统正朝

着智能化 !三维化和快速反应的方向发展 数字化技

术的研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比如 ∞ ° !°⁄ !

  °等 ∀

1  服装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技术 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各种信息

比如文字 !图形 !色彩或关系等以数字形式在计算

机中储存和运算 并以不同形式再次显示出来 或用

数字形式发送给执行机构等 ∀服装数字化技术 就

是用数字化技术对服装进行处理 ∀就目前服装数字

化技术发展水平来看 按其基本特征可以分成三维

测量成像技术 !三维模拟二维对应技术 !图案色彩分

解组合技术 !平面图形处理技术 !工业数据管理技

术 执行机构操作流程控制技术以及网络信息传递

技术 ∀三维人体测量涉及到三维成像技术 衣片 !放

码与排料 ≤⁄系统涉及到平面图形处理技术 而面

料 ≤⁄系统 !印花 ≤⁄系统 !款式 ≤⁄系统不但涉

及色彩处理技术 同时还与平面图形处理技术有关 

切割裁剪 ≤ 系统 !缝纫吊挂 ≤ 系统和整烫

≤ 系统涉及到执行机构操作流程控制技术 生产

经营销售管理系统涉及到工业数据管理技术与网络

信息传递技术等等 ∀

2  基本特征分析

目前服装数字化技术发展最快的是三维图像处

理和二维图形处理技术 因此本文针对服装数字化

过程中的三维测量成像技术 !三维模拟二维对应技

术 !平面图形处理技术进行分析讨论 ∀

211  三维测量成像技术

三维测量成像技术是目前数字化技术中较为尖

端的技术 ∀它集光学 !智能识别 !曲面重组 !立体显

示于一体 ∀其光源有普通光和激光等≈ 
其中普通



光源采用了干涉条纹法 !光栅投影法 ∀三维人体测

量就是三维测量成像技术在服装业中的一个应用 

目前有英国 ≤全身扫描机 !美国 ×≤
 人体测

量仪 !德国 ×人体扫描仪等 ∀以美国 ×≤
 三

维人体测量仪为例 其扫描原理主要是三角测量法

如图 所示 即光源 !人体和摄像头成三角形位

置 通过成像中光栅的上下位移计算出同一截面内

点的前后距离 ∀该系统有 组传感器个光源和 

个摄像头 头的前上方 !头的后上方 !脚的前方和脚

的后方各一组 测量过程中光栅由上到下移动并由

细变粗 固定时间内每组传感器在同一表面上拍摄

幅不同的影像 然后通过对拍摄到的光栅图进行

识别计算得到人体点云还可通过曲面重组显示出

三维人体 从而得到人体各截面部位所需的尺寸 ∀

图 1  三角测量原理

212  三维模拟二维对应技术

三维服装模拟技术目前发展也较快≈ 
而三维

服装设计还有许多技术难点没有突破 ∀尽管从三维

服装造型可以得到三维衣片 并且通过可展曲面进

行复杂衣片的二次展开形成平面衣片≈
但最终与

实际需要还有一定距离 ∀因此 三维服装模拟与二

维对应技术开始崭露头角 比如格柏 °⁄≥2⁄系

统 通过平面样板对应线的设定 将服装衣片对应显

示在三维人台上 同时在三维服装上勾画出变化结

构线 转换得到二维衣片的对应变化结构线上 通过

套取获得新的衣片 ∀由于平面样板设计已经比较成

熟 因此三维修改二维对应成为满足实际需要的一种

技术途径 ∀另外 基于参数的人体模型 通过服装结

构线的三维模型与二维样片的对应关系见图  既

可将二维衣片/缝合0到三维人体模型上 也可将三维

服装/展成0二维衣片 比如 ×°≤ 公司研

发的软件系统 ∀这一对应关系降低了从三维衣片直

接展开成为二维衣片的技术难度 从而使三维设计形

成实际生产的二维衣片成为可能 ∀

图 2  三维人体结构线与二维衣片结构线的对应

213  平面图形处理技术

平面图形处理技术是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技术

之一 国内最近几年发展也较快 但有些方面还不规

范 需要提高 因此本节将详细讨论这一方面的技

术 ∀纵观各大服装 ≤⁄系统软件 其操作界面 !基

本功能 !通用化程度等 都是 ≤⁄软件技术规范化

所考察的关键方面 ∀

11  操作界面  在操作界面方面 各大 ≤⁄软

件都有菜单区 !工具条 !状态栏 !数据输入 !工作区 ∀

有的 ≤⁄软件还有素材区 比如格柏 ≥∏

中 ⁄换装系统所包含的辅助线 !区域 !网格和

面料的素材区 以及反映区域与网格 !区域与面料之

间关系的素材关系区 ∀在数据输入方面 通常 ≤⁄

软件都是对话框弹出的方式 而有的系统则采用数

据输入窗口 比如格柏 °⁄≥  系统和布易 ∞×

样片设计系统 ∀

在菜单区中 一般包括文件 !视图 !编辑修改 !

窗口 !帮助等几个常见的栏目 而有的则根据 ≤⁄

软件中涉及的对象内容进行分类 比如衣片设计系

统中的点 !线处理和衣片处理栏目 还有格柏

°⁄≥2⁄试衣系统菜单中人台和服装的栏目 总之

菜单中应包括所有需要的功能 ∀在工具条方面 目

前基本上采用的是 •固有图标按钮组形

式 但也有象格柏 °⁄≥衣片设计系统中的文字按钮

形式 力克衣片设计系统中的工具框形式 ∀另外 一

般工具条的位置在工作区的上方 !左方或右方 也有

的在下方 而且工具栏中出现的并非所有功能 而是

常用功能 ∀但有的系统在工具栏中的功能却在菜单

栏中找不到 这是一大欠缺 ∀在状态栏里 一般显示

当前所使用功能的名称 有的系统还提示所选功能

键的作用与操作步骤 如丝绸之路 系统 有的

系统在状态栏里还显示被抓捕对象的属性 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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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衣片的属性 度量时还显示点或线的距离 !长度

以及二线夹角等等 ∀在工作区内 鼠标在移动过程

中一般碰到点 !线时都能自动识别显示 但对于衣片

内部区域的识别还没有达到自动识别的程度 ∀另

外 格柏 °⁄≥系统在衣片外部时就改变了衣片颜色

以示被抓 可是捕捉点或线时则需要在点或线的对

象处理状态下起作用 ∀当然作为用户来说 能够在

同一状态下识别出点 !线或者衣片来更好 ∀目前有

些用户反映 工作区越大越好 专用工具条在工作区

的右边比较方便 状态栏最好在工作区的上方 ∀

11  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是 ≤⁄系统中必不可

少的功能 它体现了系统功能的完整性 而特色功能

则是方便用户所增加的功能 比如格柏 °⁄≥系统中

的连串指令 !爱科衣片设计系统中的操作历史记录 ∀

从现有系统来看 基本功能主要包括输入 !创建 !修

改 !输出几个方面 ∀

在输入输出方面 主要针对文件或数据库的操

作 比如新建和打开文件 追加文件 !储存与另存文

件 还有转换成不同文件格式的输出 以及 Β小样

图的打印或 Β绘图等 ∀

在创建方面 不同的 ≤⁄软件包含的内容也不

一样 比如款式 ≤⁄中有线段 !封闭形 !颜色 !图案

或者部件库的建立 面料 ≤⁄中有基本组织和纱线

密度 !颜色循环的确定 换装 ≤⁄中有区域产生 !网

格建立和面料图案填充 衣片 ≤⁄中有点 !直线 !曲

线 !长方形 !衣片和毛样的创建 尺码 !尺寸表或放码

规则的建立以及放码样片的产生等等 三维试衣

≤⁄系统中有人台建立和三维服装产生 排料 ≤⁄

中有排料单建立和排料图产生等等 ∀而在创建过程

中 不同的 ≤⁄软件采用了不同的操作流程 比如

款式设计方面 法国力克追求具有手工艺术效果的

计算机绘画 而美国格柏则采用照片换装的真实感

处理 有的系统还注重画稿扫描修改的方法 !部件库

中部件的利用与修改 ∀衣片设计系统中 数据输入

时一般采用数据直接输入的方法 而派特 !丝绸之

路 !富怡则采用部位尺寸有关的参数公式输入 ∀

在修改方面 ≤⁄系统的共同功能有撤消和重

做 !捕捉和移动或转动 !剪切与删除 !复制或粘贴 !放

大和缩小等等 ∀但不同的 ≤⁄系统还包含了许多

不同的功能 比如款式 ≤⁄中色彩的涂抹 !形状的

液化 !面料的质感处理等等 衣片 ≤⁄中 点 !线和

形的属性处理 衣片的放缝及切角和折边功能 省道

的产生 !转移 !分布和合并功能 对称片的折叠和展

开功能 放码点的放码量修改和指定尺码配对衣片

的校合功能 以及配合 × 生产的变更样板档案功

能等 排料 ≤⁄中 翻转 !分割衣片的处理 对格 !对

条甚至对花的衣片处理等等 ∀另外 不同系统的同

一功能操作流程也大不相同 比如衣片 ≤⁄中延长

线的产生 一般是抓捕线段后拖动进行延长 而格柏

°⁄≥系统则通过点处理中/点的延线移动0来达到 

省道方面 目前各大系统在开省后二条省道线与相

邻衣片线的夹角都不是互补角 还需要进一步手工

调整 ∀

基本功能的完整性和组合性是目前 ≤⁄系统

升级换代的标志 ∀

11  通用化程度  目前 各种图形图像软件发展

得很快 大有通用化发展方向之趋势 界面亲合度提

高 !功能强劲简捷 !操作规范统一等 ∀具体体现在

/操作状态0下有 读写文件或数据库 !剪切删除 !复

制粘帖 !放大缩小 !移动转动 !打印预览 !输入输出和

帮助说明等 ∀但目前各大服装 ≤⁄设计系统还没

有完全达到操作状态下规范统一的水准 操作状态

还限制在/对象状态0下面 ∀比如衣片设计系统中的

对象是点 !线和衣片 其删除功能必须在相应的对象

菜单目录下进行选择 删除点只能在点处理状态下 

删除线只能在线处理状态下 删除衣片只能在衣片

处理状态下 其它如复制 !移动 !转动等操作状态也

都类同 ∀究其原因 主要问题存在于同一操作状态

下不能同时识别点 !线 !衣片的缘故 ∀因此 在同一

操作状态下识别点 !线 !衣片成了主要的技术关键 

也就是说 规范统一的/操作状态0应该高于/ 对象

状态0 ∀

通用化发展是服装 ≤⁄软件系统迈向智能化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对于基本元素是点 !线 !形

的图形软件来说 移动鼠标时自动捕捉识别出点 !线

或形非常重要 这要求 ≤⁄软件有一套合适快速的

判别方法 ∀用户无须判别何种基本元素 只要鼠标

移动到该元素上就知道了 对象状态在操作状态下

自动变换 接着就是处理被捕捉到的对象 比如移

动 !删除 !复制等 用户不教自会 ∀服装 ≤⁄系统的

通用化程度越高 用户熟悉软件的时间越短 具体操

作的时间越少 最终设计的效率也越高 ∀

3  结束语

服装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深入提高 应用也在

不断扩大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 !专家来关心这一技术

的规范化 !完整化 !集成化 !智能化 !三维化和人性化

发展 ∀年 中国服装协会组织了服装 ≤⁄技术

专家对国内的服装 ≤⁄系统进行了总体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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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方法及评价标准6中的/灭螨 !驱螨药效试验方法

和评价标准0 缺少行业或国家标准 ∀试验方法中的

螨虫为尘螨 仅适合于地毯 !床垫和被褥等寝具防螨

的测试 而对日化产品化妆品 !洗涤用品等的防螨

功效测试则不适合 ∀

年 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废止了 ƒΠ×  ) 织物抗菌性

能试验方法 虽然中国针织工业协会正在积极组织

相关单位制定相应标准 但并没有颁布 造成国内部

分检验中心无标准可依 ∀

不管是 ×≤≤  !≥和 ƒΠ×  )

 还是 版5消毒技术规范6中的/织物抗菌

测试方法0 对疏水性纤维或疏水性织物而言 要将

微生物均匀接种于样品的表面非常困难 从而对其

样品抗菌性能测试有较大影响 ∀

3  结束语

随着产品质量监督和标准化工作的加强以及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人

们对各类功能性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特别是近

几年来 国内乃至全球 生物安全事件频频发生 提

高了广大消费者对生物危害的认识 也同时促进了

各类功能性 !保健型产品研究与开发 ∀为了实事求

是和科学地评价各类织物纤维 !针织物 !布等的防

螨抗菌性能并引导市场正常 !健康的发展 国家职能

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应尽快组织有关生产单位 !检

验机构和专家制定/织物防螨0和/织物抗菌0性能试

验方法及评价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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