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服装造型设计中，褶裥的设计与造型应

用已成为服装塑形艺术中重要表现手法而被

广泛应用。褶裥最大优势是突破尺寸限制，为

身体营造立体感，因此诸多服装设计师都会巧

妙地把褶裥的运用融入设计中。“褶裥与分割

由于工艺的同生性，一定程度上具备某种共

性，即都能使服装塑造出美好的人体廓形”[1]。

在以曲线人体为特征的前提条件下，结合分割

原理与褶裥的装饰性进行服装新造型，并进行

总结与新探索是促进服装造型多样化的一种

强有力手段。

因此，就褶裥而言，无论其呈现形式是自

然褶还是规律褶，绝大都需与分割线结合设

计，而分割线具有将褶固定并保持其形态的作

用，这就产生了褶裥与分割手法结合运用的常

态法则，如何对两者进行新的组合应用产生不

同视效，首先得对褶裥和分割进行详细而精准

的分析归纳。

1 现代女装设计中褶裥的应用

在女装设计中，褶泛指对服饰材料重复折

皱的部分，即折叠起来的印痕，带有立体效果，

通常以有方向线或曲面的外观形式呈现。在专

业术语中，褶亦称裥，指衣服上形成的折叠波

纹。对褶裥的运用是形成服装产生褶皱效果比

较常见的手法，即褶裥是褶皱造型表现中的一

种。“褶裥的造型会让服装产生立体化、肌理化，

呈现动感趋势的效果，恰如其分的使用更会使

观者产生强烈的视觉效应与丰富的联想”[2]。

褶裥手法常用于上衣前后片、裤片或裙片

的款式设计，形式多样，但常规固定的分类方

法是以褶裥形成的线的形式走向来分类，大致

可分为：直线裥、曲线裥与斜线裥。

1.1 直线裥：折裥两端折叠量相同，形成重复

而规律的平行直线视效，常用于上衣衣身或裙

片的设计。

1.2 曲线裥：同一折裥所不同区域折叠的量不

断变化，在外观上形成一条条起伏顺畅的弧

线，这种裥合体性较高。常用于裙子的设计，例

如公主线附近或裙子下摆处，满足人体腰臀曲

线需求，但缝制工艺也较为复杂。

女装设计中褶裥与分割手法的应用研究

文 /郑翠仙

在现代女装设计中，褶裥的设计与造型应用已成为服装塑形艺术中重要表现手法而被广泛应用。

由于褶裥丰富的表现力与可塑性，能增加服装的审美趣味、肌理触感和视觉特效，其丰富多样的形式亦可

贯穿整个服装造型的变化过程。因此，在现代女装设计中，掌握好褶裥手法的运用至关重要。从服装工艺角

度来讲，褶裥的出现又离不开服装材料分割，故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设计者们应考虑如何将褶裥与分割手

法有效结合，使功能与审美完美统一，本文对此进行了一定探索与实践尝试。

服装造型；服装工艺；褶裥；分割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汉派服装品牌感性价值体系模式研究》（2006Y216）

郑翠仙，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讲师

服饰与艺术：设计界
主持：齐志家 79



1.3 斜线裥：是指褶裥两端折叠量不一样，但

其变化较为均匀，外观能形成一条条互不平行

的直线，且有一定规律，常用于上衣领部或裙

子的设计。

另外，也有按褶裥折叠量的不同朝向和形

态进行分类的方式，主要可分为顺裥、箱型褶、

阴裥和风琴裥等（如图 1所示）。

顺裥：指褶裥折叠后朝向同一方向，形成

一致性和规律感，不论左折或右折。

箱形裥：顾名思义，含褶量暴露在外，是由

中间向两侧折叠的褶裥。

阴裥：跟箱形褶相反，是由两侧向中间折

叠的折裥。

风琴裥：面料之间没有折叠，却又看似顺

裥的效果，但其始端只是通过熨烫定型，下摆

出现类似手风琴的褶裥视效。

2 现代女装设计中分割的应用

分割线是零散的服装布片拼合后形成的

外观效果，服装的裁片根据人体形态含有或多

或少的省量，因此分割线多出现在省道转移和

基本拼合之处，例如：肩线、公主线、侧缝线、腰

省省道线或者是含有放松量的底摆线等。由于

分割自身具备划定新空间和塑造新形态的功

能，若能恰当对其进行利用和组合，则能使服饰

设计获得更为丰富、充满美感的造型。“分割处

理的主要任务是凸现身体长处而补其不足之

处，在分割比例恰当的基础上，虽然要符合当下

流行趋势，但最主要追求仍是合身、舒适”[3]。

在实际应用中，分割在体现在其功能价值的同

时也要有美感，即其功能性与装饰性常结合在

一起使用，另外，还有用来压褶或通过适当分

割有利于排料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两种作用。

分割作为服装中最常用的结构变化形式，其变

化形式多样。合理而巧妙地运用分割手法是对

设计师专业素养与塑型能力的考验。分割的根

据外观呈现形式大致可分为：

2.1 直线分割

直线分割指分割后，布

片上线的形态呈直线的形

式。根据线的方向包括纵向

分割、横向分割和斜向分割。

纵向分割可应用在门襟、纵

向省缝或褶裥线等处。在引

导视线上下移动，具有强调

高度的作用，增强修长、挺拔

和庄重之感（如图 2所示）。

横向分割有加强幅宽和维度

的作用，使服装给人以柔和、

平衡、连绵的印象。斜向分割

的关键对于倾斜度的控制，

不同的斜度效果不一，但都具有动感，延伸性

等共性特点（如图 3所示）。

2.2 曲线分割

曲线分割不仅具备曲线的表现张力，同时

还能在曲线下蕴含不同省道转移量，使服装立

体充满起伏感，女性的凹凸复杂的身形可在曲

线分割的作用下被完美包裹，亦或概括为几条

精炼柔美的曲线。柔和优美的弧线具有独特的

审美体验，能营造柔和、浪漫、动感和女性化特

质等。因此，在女装设计中应用较为广泛。

2.3 自由分割

自由分割顾名思义，自由变化，不受垂直、

水平、斜线或交叉等分割类型的约束。运用遵

循在平稳中求变化，能带来新奇、刺激的感受，

使服装款式呈现丰富多姿的变化。

3 褶裥与分割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法则

分割做褶时要注意与面料的性能相结合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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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针对不同的面料，需要采用不同的分割

形式。对一些组织结构比较松散的面料，尽量

采用较少的分割，以免影响面料的强度。而面

料较厚的，不便缝合，也应采用较少的分割。

3.1 褶裥与分割功能性相结合的原则

在功能性的分割设计中，是以人体的曲线

作为省道转移的基础，褶裥的功能仅作视觉上

的补充或辅助，不宜过量，达到合体包裹人体

的目的。而褶裥则将协助分割线突出胸部、收

紧腰部、扩大臀部，增加某一部位的活动量等，

目的是为了服装穿着既舒适又方便。

为了丰富女装款式，增加女装的艺术魅

力，不但可以将一个省道分解为诸多个省道，

也可以用服装结构中的抽褶、褶裥、分割及其

它形式的组合来替代。

在女装上衣中抽褶通常是通过省道转移

获得的褶量，或通过分割进行放量，但褶裥作

省与分割不同，它具有强调和装饰作用，因此

在结构处理上，有时现有的基本省量转移成褶

量明显不足时，一般要通过增加设计量（加省

法）加以补足。其中，公主线的制图方法是：将

上装原型前衣片的基础省道部分转移至袖窿

处，经过 BP点顺延至腰围线，公主线通常在此

处与腰围线垂直，能形成优美的弧线；其中含

有胸省转移量和腰省转移量，是完美的塑形手

段。到此，用光滑、流畅的曲线将袖窿省与腰省

相连就形成了公主线分割的完整断缝结构（如

图 4所示）。肩部的裥褶的

设计可采用顺裥手法，在

自然状态下呈现出有秩序

的阶梯状态，上衣设计如

果抛开裥褶的排列性就成

为单一的裥褶结构，这种

结构选择通常有两种可

能：一种是由省制约的贴

体结构，另一种是无省制

约 的 宽 松

结构。前肩

褶 是 由 胸

部 全 省 转

移 而 来 的

（如图 5 所

示）。

3.2 褶裥与分割装饰性相结合原则

装饰性结合，顾名

思义，是不包含结构省

道的处理手法，在装饰

性的分割设计中为了造

型的需要，分割线与褶

裥附加在服装上美化视

效。通过分割线的横、

纵、曲、斜，结合形式美

的规律，可在有限的服

装上呈现节奏、韵律等

丰富感官体现的服装造

型。在实际应用中，褶裥与分割的功能性、装饰

性可以经常结合起来使用，能产生意想不到的

设计效果，让服装合体的同时极具审美体验

（如图 6所示）。

3.3 褶裥与分割的女装形态创造

（1）非规则性褶裥与分割

弧线分割压褶：可在女装任意部位进行分

割打断，其一边进行放量打折形成差异效果，

可是规律的烫褶或是随意活褶，但褶量不要太

大，否则就容易形成臃肿态势。

流线型的抽褶：在整体造型与局部设计中都

常运用。尤其在 A型服装中常作为塑造廓形的方

式，可产生随意，轻盈、飘逸的效果，故领口、袖

口、底摆和裙子用的相当普遍（如图 7所示）。

（2）规则性褶裥与分割

规律性的褶裥易形成规整、秩序、严谨、古

典的感受，尤其在塑造庄重典雅的服饰风格时
图 4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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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此种手法，结合

打断性分割，可在秩序

中保留一丝随意，严谨

中追求一线自由，这种

造型手法与古朴自然风

格的营造不谋而合。古

朴风格显示出自然但不

意味着单调，有其自然

的律动之美等待被挖掘

与革新，穿着者不仅展

示人体自然曲线美，还

能体现回归自然，流露古典韵律的气质美感。

因此，通过对现代女装设计中褶裥分割和

服装风格之间的关系研究，掌握其一定塑形规

律和应用法则，能使设计师在创作的过程中重

视服饰材料和造型手法的选择，有效预测最终

成形效果，使面料的内在特性与设计协调统

一，真正做到材料和设计的完美融合。

4 结语

褶裥作为服装造型的语言灵活地渗透到

分割设计中，我们可以将褶裥与分割手法灵活

地运用于当代的女装设计中来，为创造各种风

格与特色的女装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所

以，在研究女装造型时，决不可忽视对褶裥的

研究与运用，仅仅将褶裥作为一种工艺加工手

段只会埋没褶裥的重要价值，减慢服装设计发

展进程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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