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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领松量结构模型的翻折领结构设计方法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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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翻领松量计算精准性及翻折领通用结构设计方法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翻领松量结构模型的翻

折领结构设计方法* 通过构建翻领松量结构模型确定了翻领松量计算系数#对 & 种不同状态下的翻领间隙量变化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依据翻领间隙回归系数模型确定了翻领松量计算给定常数#运用 CYCC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

行了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配对样本 F检验#并推导出翻领松量计算公式* 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该公式计算的翻

领松量提高了翻折领结构造型的准确性#基于翻领松量结构模型的翻折领结构设计方法可以满足不同翻折领领型

结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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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领松量是翻折领结构设计的核心关键要素#

其直接影响着翻折领结构造型及外观质量* 在翻折

领结构设计中#翻领松量的大小与翻领倾角+翻领和

领座的宽度差+前领口开深等具有直接的关联

性
, "-

* 翻领%包括驳领&结构设计方法主要有 ' 类$

一类是通过直接追加翻领外领口放量完成翻折领结

构设计
, '-

)另一类是利用追加翻领下口线的倾斜度

%倒伏量&完成翻折领结构设计
, *

+

%-

* ' 类翻折领结

构设计方法在设计实践和教学中已被广泛使用#但

无论何种方法#翻领松量的精确计算都是翻领结构

设计的核心技术*

目前#关于衣领结构设计方面的研究也主要集中

在翻领松量精确计算方面* 张道英
,)-

提出了基于领

口弧线增量变化的翻领松量计算方法)王晓云等
,&-

则

提出基于肩斜角度的翻领松量计算方法* 但是能够

满足翻折领不同领型结构形式的通用翻领松量计算

方法研究尚显不足*

为此#本文基于服装人体工程学#对影响翻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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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的相关变量参数及翻领不同状态下相关结

构数据做系统归纳+分析和总结#并构建翻领松量数

学模型#进而推导出具有通用性的翻领松量计算公

式#以实现立翻领+连翻领+反翘连翻领+驳领+坦领

等不同翻折领领型的通用设计方法*

=W翻折领结构与人体肩颈构成关系

=X=W翻折领结构组成

从结构形式看#翻折领主要有立翻领+连翻领+

驳领等结构形式)从结构组成看#翻折领主要由领

座+翻领+驳头%驳领&组成)从翻折领结构设计要素

看#主要有领座高+翻领宽+衣身领口开深+领倾角+

驳头开深%驳领&等*

=XHW翻折领与衣身%人体肩颈部构成关系

图 " 示出翻折领结构与衣身+肩颈部构成关系*

可看出#翻领外口线与衣身存在匹配关系#翻领外口

自然落在衣身肩部时会与衣身领口存在一定间隙

量#其间隙量大小与翻领外口弧长呈正比关系#翻领

外口弧长与衣身领口线的差量即为翻领松量*

图 "!翻折领结构与衣身+肩颈部构成关系

a2/;"!N5V->27.T12: 65>@55. 795A>4A.5U <7VV-AT>A4<>4A5# 67UWT174VU5A-.U .5<c;%-& aA7.>)%6& M-<c

HW实验部分

HX=W实验数据准备

图 '!翻领松量理论结构模型

a2/;'!F157A5>2<-VT>A4<>4A5=7U5V7,V-:5V<7VV-AV77T5.5TT

本文以女装翻折领结构设计为例#设领座高

'

i

* <=+翻领宽 7

i

% <=#测量所得前胸颈夹角为

"%*H%#n+颈肩倾角为 #&n+后颈背为 "G(n+前肩斜为

''n+后肩斜为 "Gn#使用富怡 ESR软件完成相关实

验数据采集* 本文实验仅为理论数据采集#暂不考

虑面料厚度的影响*

HXHW翻领松量理论结构模型

翻领松量#即翻领外口线弧长与翻领间隙的变

量关系#可通过构建衣身领口结构模型并利用圆周

率公式计算获得*

翻领松量理论结构模型构建如图 ' 所示* 将合

并后的衣身领口重新构建为 3!+

)

+3P!?

)

' 个扇弧结

构#即可得到 3!+

)

结构中 <

"

为 "?% 圆弧和 3P!?

)

结

构中 <

'

为近似 "?G 圆弧* 做圆弧 <P

"

平行于 <

"

#做圆

弧 <P

'

平行于 <

'

#平行间距设为 !

%

!为翻领间隙&*

利用圆周率公式计算 3!+

)
结构中 <P

"

与 !变量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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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得#3!+

)

结构区间内翻领间隙每增加 !

时#其外口线弧长 <P

"

的增加量为 "H&

!

*

利用圆周率公式计算 3P!?

)

扇形结构中 <P

'

与 !

变量关系$

<

'

i

'

#

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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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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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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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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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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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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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G)

!/

(HG

!

即可得#3P!?

)

扇形结构区间内翻领间隙每增加

!时#其外口线弧长 <P

'

的增加量为 (H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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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个结构区间公式计算结果相加$

%<P

"

+

<

"

&

q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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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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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q

(H$G)

!

i

'H*))

!/

'H%

!

即可得#半身结构制图中翻领外口线弧长与翻

领间隙的计算系数为 'H%*

综上所述#"H& 可视为翻领松量在前领口区间

的变量计算系数#(HG 为翻领松量在后领口区间的

变量计算系数#翻领松量的变量计算总系数为 'H%#

但这仅仅是理想状态下的翻领外口线弧长与翻领间

隙的变量关系*

HXYW翻领松量客观结构模型

图 * 示出人体颈根不同部位倾角* 由于人体

颈肩部+颈背部+颈胸部具有多维度的转折关系#

且不同部位的倾角亦有所不同#因此翻领外领口

落在衣身肩+胸+背的弧线形状不会呈现理想化的

状态
, $-

*

图 *!人体颈根不同部位倾角

a2/;*!B.<V2.->27. 7,U2,,5A5.>:-A>T7,14=-. <5A92<-VA77>;%-& C2U5)%6& aA7.>

!!基于翻领松量的理论计算公式#利用富怡 ESR

软件分别采集领口前颈点 aDY+肩颈点 CDY+后颈点

MDY位置翻领间隙量数据#构建翻领松量计算的客

观结构模型#如图 % 所示* 如图 %%-&所示#合并前

衣身袖窿省#使前衣身中心线基本保持与人体胸部

倾斜状态相一致#为测量 aDY相关数据做好准备*

图 %!翻领松量客观结构模型

a2/;%!L6b5<>295T>A4<>4A5=7U5V7,V-:5V<7VV-AV77T5.5TT;%-& E7=62.5U -A=17V5)%6& I5-T4A5=5.>7,V-:5V

<V5-A-.<5->aDY)%<& I5-T4A5=5.>7,V-:5V<V5-A-.<5->CDY

"

)%U& I5-T4A5=5.>7,V-:5V<V5-A-.<5->CDY

'

)

%5& I5-T4A5=5.>7,V-:5V<V5-A-.<5->MDY)%,& E7=:-A2T7. 65>@55. >157A5>2<-V-.U 76b5<>295T>A4<>4A-V=7U5VT

!!使用富怡 ESR软件分别测得 aDY处翻领间隙

为 "H"$ <=#CDY

"

处翻领间隙为 "H)# <=#CDY

'

处翻

领间隙为 "H&# <=#MDY处翻领间隙为 "H(( <=#如

图 %%6& o%5&所示*

以翻领松量理论结构模型为基础#根据测量数

据#设 aDY处 ++P

i

"H"$ <=#CDY处 !!P

i

% "H)#

q

"H&#& ?'

i

"H&% <=#MDY处 ??P

i

"H(( <=#画顺 <v

线#即为翻领外口在衣身上的实际位置线#如

图 %%,&所示* 因衣身前+后肩斜度的不同#所测得

CDY

"

%前身肩颈点&+CDY

'

%后身肩颈点&处数据亦不

同#在构建翻领松量计算的客观结构模型时#将此处

数据做平均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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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翻领松量计算的理论结构模型与客观结构模

型进行比较#即图 %%,&中 <P线%理论位置线&与 <_线

%实际位置线&比较发现#因人体颈肩部的形态特征

及衣领的立体结构造型#<_线比 <P线略长#且为非正

弧线#MDY处 ??P间隙+CDY处 !!P间隙+aDY处 ++P

间隙亦有所不同#其中 3P!P#P和 3!PLP' 个扇形区间

的差量变化最为明显*

HXBW翻领松量计算系数的确定

3P!P#P和 3!PLP' 个差量变化区间与颈肩转折

作为衣领弯折主要区域的客观实际基本吻合#如

图 ) 所示*

图 )!翻领松量主要加放区间

a2/;)!I-2. -UU2>27. 2.>5A9-V7,V-:5V<7VV-AV77T5.5TT;

%-& D5<c T>A4<>4A5=7U5V)%6& D5<cV2.5T>A4<>4A5=7U5V

分别将 3P!P?P区间翻领松量的理论变量计算

系数 (HG 和 3!P+P区间翻领松量的理论变量计算系

数 "H& 做三等分#可得 3P!P#P和 3!PLP区间翻领松

量的理论变量计算系数之和为 (HG* 变量计算系数

与衣领翻折线的曲线造型有紧密关系#尤其在翻领

领形设计区域#当翻领领形设计区域的衣领翻折线

为曲线造型#则可在 (HG 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变量计

算系数值*

YW实验验证数据统计与分析

基于理论结构模型的翻领松量计算原理#翻领

间隙量是计算翻领松量的重要数据#翻领间隙量的

大小与领倾角+肩斜度及 7与 ' 差值%翻领宽与领

座高的差值&有直接关联性#数据可通过实验测量

获得#但获取过程复杂* 为便于实际操作#可利用 7

与 ' 差值加变量系数的方式计算翻领间隙量#通过

实验验证#这种方法可应用于不同领型的翻领松量

计算#且简便易操作*

YX=W实验相关验证数据统计

表 "o& 示出基于 #&n颈侧倾角和 #(n颈侧倾角

状态下 *+'H)+' <=领座高以 7与 ' 差值为 (H) <=

差量分别对应 G 个翻领宽的翻领间隙与翻领松量变

化的实验统计数据*

表 =W颈侧倾角为 >Eh%领座高为 Y PD翻领间隙量数据

)89A=W-383:73:P71N58L;5P1558J:23;JG851N2;P_

U:348 7:<;:2P5:283:121N>Eh82<8 4;:K431NY PD

<=

翻领宽 领座高
7与 '

差值

翻领间隙

MDY

CDY

"

CDY

'

aDY 平均值

*H) * (H) (H)( (HGG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G*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G %H"' *H*' *H&"

&H) * *H) *H)( %H)* %H&$ *HG% %H"%

$H( * %H( %H(( )H($ )H'' %H*& %H&&

表 HW颈侧倾角为 >Eh%领座高为 HXF PD

翻领间隙量数据

)89AHW-383:73:P71N58L;5P1558J:23;JG851N2;P_

U:348 7:<;:2P5:283:121N>Eh82<8 4;:K431NHXF PD

<=

翻领宽 领座高
7与 '

差值

翻领间隙

MDY

CDY

"

CDY

'

aDY平均值

*H( 'H) (H) (H)( (HG&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G&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GG *H## *H'G *H)%

&H( 'H) *H) *H)( %H%' %H)* *HG( %H(&

&H) 'H) %H( %H(( %H#% )H($ %H*' %H)G

表 YW颈侧倾角为 >Eh%领座高为 H PD翻领间隙量数据

)89AYW-383:73:P71N58L;5P1558J:23;JG851N2;P_

U:348 7:<;:2P5:283:121N>Eh82<8 4;:K431NH PD

<=

翻领宽 领座高
7与 '

差值

翻领间隙

MDY

CDY

"

CDY

'

aDY 平均值

'H) ' (H) (H)( (HG* (HG#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G 'H"$ "H&G "HG&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G% *H') *H%&

)H) ' *H) *H)( %H'$ %H*$ *H$& *H#G

&H( ' %H( %H(( %H$# %H#" %H'$ %H%#

表 BW颈侧倾角为 >Ih%领座高为 Y PD

翻领间隙量数据

)89ABW-383:73:P71N58L;5P1558J:23;JG851N2;P_

U:348 7:<;:2P5:283:121N>Ih82<8 4;:K431NY PD

<=

翻领宽 领座高
7与 '

差值

翻领间隙

MDY

CDY

"

CDY

'

aDY 平均值

*H) * (H) (H)( "H(( "H"( (H)' (H$G

%H( * "H( "H(( "H$) "HGG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G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G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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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W颈侧倾角为 >Ih%领座高为 HXF PD翻领

间隙量数据

)89AFW-383:73:P71N58L;5P1558J:23;JG851N2;P_

U:348 7:<;:2P5:283:121N>Ih82<8 4;:K431NHXF PD

<=

翻领宽 领座高
7与 '

差值

翻领间隙

MDY

CDY

"

CDY

'

aDY 平均值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G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G

&H( 'H) *H) *H)( %H&( %H$% *H)G %H""

&H) 'H) %H( %H(( )H"% )H'G %H(G %H&*

表 EW颈侧倾角为 >Ih%领座高为 H PD翻领

间隙量数据

)89AEW-383:73:P71N58L;5P1558J:23;JG851N2;P_

U:348 7:<;:2P5:283:121N>Ih82<8 4;:K431NH PD

<=

翻领宽 领座高
7与 '

差值

翻领间隙

MDY

CDY

"

CDY

'

aDY 平均值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G(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 %H("

&H( ' %H( %H(( %H#& )H($ %H($ %H)*

YXHW实验验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 CYCC 回归分析
, G-

分别判断 7与 ' 差值与

表 "o& 中翻领间隙均值的线性相关关系* 以 7与

' 差值与表 " 翻领间隙均值的线性相关关系为例#

如图 & 所示#从模型汇总可知$J

'

i

(H####二者线性

相关关系具有高拟合精度* 针对表 ' o& 实验验证

数据分别做相关性分析亦得到同样结果#由此可得

出结论$7与 ' 差值与翻领间隙具有高度关联性#可

作为计算翻领松量的关键变量数据使用*

图 &!翻领领座差值与翻领间隙均值相关性分析

a2/;&!S.-VWT2T7. <7AA5V->27. 65>@55. U2,,5A5.<5

7,V-:5V<7VV-AT5->-.U >15=5-. 9-V457,V-:5V/-:

从上述实验采集数据可看出#颈部倾角和领

座高对翻领间隙的影响甚微#而 7与 ' 差值与

MDY+CDY+aDY位置翻领间隙的平均值具有紧密

的关联性*

YXYW翻领间隙理论回归系数模型计算

实验基础数据采自表 " 中 7与 ' 差值和翻领

间隙平均值#见表 $*

表 ?W0与 1差值及翻领间隙平均值实验数据

)89A?W0%1<:NN;J;2P;82<58L;5P1558J:23;JG85

D;82;QL;J:D;2385<838

实验样本 " ' * % ) & $ G

7与 ' 差值?<= (;) " ";) ' ';) * *;) %

翻领间隙平均值?<= (;$% ";*& ";#) ';)" *;(& *;&" %;"% %;&&

将表 $ 实验数据代入回归方程$

=

V

H:

]

&

H

V

0

'

5

V

"

%:

5

W

:&%=

5

W

=&

0

'

5

V

"

%:

5

W

:&

'

&

V

=

W

H:

式中$=为翻领间隙):为 7与 ' 差值) & 为依据

7与 ' 差值计算翻领间隙的常数)H为依据 7与 '

差值计算翻领间隙的系数)' 为实验样本个数)5为

实验样本的数据点)

'

:为 7与 ' 差值的平均值)

'

=为

翻领间隙平均值的均值):

5

为实验样本第 5个数据

中的 7与 ' 差值)=

5

为实验样本第 5个数据中的翻

领间隙平均值*

可得$!H

/

"H"'

&

/

(;'%

=

i

";"':

q

(;'%

H

/

";"' 可视为依据 7与 ' 差值计算翻领间隙

的系数)&

/

(;'% 可视为依据 7与 ' 差值计算翻领

间隙的常数*

将回归方程计算所得翻领间隙分别与表 "o& 翻

领间隙均值做 CYCC 回归曲线估计#从模型汇总结果

看#J

'

值均为 (;####证明通过回归方程计算所得翻

领间隙与实验测得翻领间隙均值具有高拟合度*

YXBW翻领松量给定常数的确定

通过给定常数完成服装结构相关部位数据计算

的方法#主要是为了便于公式计算*

表 G 示出翻领间隙均值数据归纳分析* 可见#

不同 7与 ' 差值的翻领间隙均值数据具有高近似

度#且具有归整的可行性* 归整后的翻领间隙平均

近似值与 7与 ' 差值亦存在 (;) <=关联对应关

系* 因此#(;) 可作为依据 7与 ' 差值计算翻领间

隙的常数予以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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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W翻领间隙均值数据分析

)89A]W&28567:71N34;8G;J8K;<838 1N58L;5P1558J:23;JG85

表序
7与 ' 差值?<=

(;) " ";) ' ';) * *;) %

表 " (;$% ";*& ";#) ';)" *;(& *;&" %;"% %;&&

表 ' (;$' ";*% ";#" ';%$ *;(" *;)% %;(& %;)G

表 * (;$( ";*( ";G& ';%" ';#* *;%& *;#G %;%#

表 % (;$G ";%' ';(" ';)$ *;"' *;&& %;"# %;$"

表 ) (;$& ";*G ";#& ';)" *;() *;)G %;"" %;&*

表 & (;$% ";*% ";#( ';%% ';#$ *;%# %;(" %;)*

平均近似值 ";(( ";)( ';(( ';)( *;(( *;)( %;(( %;)(

假设给定常数的翻领间隙计算公式为

=

V

:

]

(T)

式中$=为翻领间隙):为 7与 ' 差值)(;) 为给定

常数*

因 7与 ' 差值为翻领宽 7与领座高 ' 的差值#

所以假设给定常数的翻领间隙计算公式可直接表

述为

=

V

7

W

'

]

(T)

!!分别做 G 组 7与 ' 差值的翻领间隙回归方程计

算所得结果与给定常数计算结果比较#如表 # 所示*

表 >W翻领间隙的回归方程计算与给定常数计算结果比较

)89A>W.1DL8J:7129;3U;;2J;KJ;77:12;cC83:12

P85PC583:121N58L;5P1558J:23;JG8582<34;

K:G;2P1273823P85PC583:12J;7C537

序号 翻领间隙回归方程计算结果?<= 给定常数计算结果?<=

" =

i

";"'

j

(;)

q

(;'%

i

(;G =

i

*;)

+

*

q

(;)

i

"

' =

i

";"'

j

"

q

(;'%

i

";*& =

i

%

+

*

q

(;)

i

";)

* =

i

";"'

j

";)

q

(;'%

i

";#' =

i

%;)

+

*

q

(;)

i

'

% =

i

";"'

j

'

q

(;'%

i

';%G =

i

)

+

*

q

(;)

i

';)

) =

i

";"'

j

';)

q

(;'%

i

*;(% =

i

);)

+

*

q

(;)

i

*

& =

i

";"'

j

*

q

(;'%

i

*;& =

i

&

+

*

q

(;)

i

*;)

$ =

i

";"'

j

*;)

q

(;'%

i

%;"& =

i

&;)

+

*

q

(;)

i

%

G =

i

";"'

j

%

q

(;'%

i

%;$' =

i

$

+

*

q

(;)

i

%;)

表 "( 示出翻领间隙回归方程与给定参数配对

样本 F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CYCC 配对样本 F检验

结果中均值的标准误远小于 "#表明通过给定常数

计算的翻领间隙与回归方程计算的结果接近)F检

验的显著性 C2/;%双侧&远大于 (;()#表明配对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二者具有高拟合度*

表 =IW翻领间隙回归方程与给定参数配对样本 )检验结果

)89A=IW)3;73J;7C5371N1G;J3CJ2;<P1558J:23;JG85

J;KJ;77:12;cC83:1282<K:G;2L8J8D;3;JL8:J:2K 78DL5;

配对样本
成对差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C2/;

%双侧&

回归方程+

给定常数
(;("" ') (;"*' (& (;(%& &# (;G"$

!!检验结果证明#翻领松量给定常数具有可应

用性*

BW翻领松量计算公式

根据翻领松量结构模型及通过系列实验确定的

翻领松量计算系数和翻领松量给定常数#可得出翻

领松量计算的基本公式$

翻领松量i

%翻领宽+领座高q

(H)&

j

(HG

式中$(H) 为翻领松量计算给定常数)(HG 为翻领松

量计算系数*

FW翻折领结构设计验证

翻折领结构设计验证以具有典型性的连翻领+

反翘型连翻领和平驳领为例#结构设计图如图 $ 所

示* 预设领座高 '

i

* <=#翻领宽 7

i

%H) <=#连翻

领+平驳领领座颈侧倾角为 #&n#反翘型连翻领领座

颈侧倾角为 #(n*

图 $!翻折领结构设计实例

a2/;$!R5T2/. 53-=:V57,V-:5V<7VV-AT>A4<>4A5;%-& [-:5V)

%6& B.95A>5U V-:5V)%<& aV->V-:5V

翻折领结构设计以衣身领口为基础#采用将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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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松量转换为翻领倾倒量的制图方式
, #-

* 首先以

衣身领口的肩颈点%?点&为基点做水平线#根据翻

领领型特点及造型需要设定侧领倾角#即图 $ 所示

中 +?线段与 ?点水平线夹角#并设 +?

i

'#过 +点

向肩斜线做引线 +!#线段 +!即为翻领宽 7

i

%H) <=#延长线段 !?至 B点#设线段 !B

i

!+#连接

B#为设计翻领倾倒量的基础线*

图 $%-&所示为连翻领结构制图* 图中 LBLP中

BL

i

BLP

i

7#LLP

i

%7

+

'

q

(H)&

j

(HG#即为翻领松

量* 过肩颈点%?点&做 BLP平行线等于衣身后领口

弧长%

1

&* 图中 LLP

i

L

"

L

"

P#即可视为翻领外口线

处翻领松量的位置转换#通过翻领底口的倾倒追加

翻领外口的弧线长度%翻领松量&*

图 $%6&所示为反翘型连翻领结构制图#反翘型

连翻领为连翻领的一种变化形式* 比较而言#其领座

部分在肩颈部的合体度不及立翻领和连翻领#呈略外

倾造型
,"(-

#因此颈侧倾角应小于或等于 #(n* 与连翻

领和驳领制图不同处为$图中 LBLP中的 B点设置于

翻领底口处#为非连翻领和驳领的翻折线处* 但依然

是翻领松量的一种位置转换#即通过翻领底口的倾倒

追加翻领外口的弧线长度%翻领松量&*

图 $%<&所示为平驳领结构制图#制图原理+方

法与连翻领结构制图基本相同#平驳领的结构制图

亦适用于戗驳领+青果领等驳领*

从以上实例验证结果看#翻领松量计算公式

LLP

i

%7

+

'

q

(H)&

j

(HG#在不同类型翻折领结构设

计中均具有应用性#且此设计方法在翻折领结构设

计过程中#对翻领的造型更易直观把握#有效改善传

统的经验性翻折领结构设计方法*

通过对连翻领+反翘型连翻领和平驳领 * 种领

型进行样衣制作#验证了基于翻领松量模型的翻折

领结构设计方法的可行性* 从样衣成品展示效果

看#* 种典型翻领松量控制适度#衣领与衣身服帖#

达到了预期效果#如图 G 所示*

图 G!翻折领样衣验证

a2/;G!C-=:V595A2,2<->27. 7,V-:5V<7VV-AT>A4<>4A5;%-& [-:5V)%6& B.95A>5U V-:5V)%<& aV->V-:5V

EW结W论

为解决翻折领结构设计缺少相关设计理论参考

的问题#本文从服装人体工程学和服装结构造型设

计角度出发#提出一种基于领间隙结构模型的翻折

领结构设计方法* 首先通过对翻折领结构进行分

析#构建出翻领松量结构模型#并计算得出翻领松量

的理论变量系数为 (HG* 针对与翻折领结构设计具

有直接关联性的翻领间隙量#领倾角#肩斜度及翻领

宽与领座高差值%7与 ' 差值&等实验数据进行采

集+归纳+分析#运用翻领间隙理论回归方程式计算

得出翻领松量给定常数为 (H)#进而推导出翻领松

量计算公式$翻领松量i

%翻领宽+领座高q

(H)&

j

(HG#并完成基于此公式的 * 种典型翻折领结构设计

实例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和翻领

松量具有紧密关联性#是影响翻折领结构设计的

重要变量因子#基于以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为核

心的翻领结构参数的变量分析和翻领松量结构模

型推导出翻领松量计算公式在翻折领结构设计中

具有通用性* 本文提出的基于翻领松量结构模型

的翻折领结构设计方法对除立领外的立翻领+连

翻领+反翘型连翻领+驳领等翻折领领型的结构设

计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翻折领

结构设计的参数化与传统经验性设计方法相比#

更能为智能化服装结构设计方法研究提供必要的

理论参考依据* aK̀ M

(%*"(



第 "" 期 张!恒$基于翻领松量结构模型的翻折领结构设计方法 !!!

参考文献"

, " -!王红歌#张文斌#张道英;翻驳领结构设计方法的比

较与分析,Z-;江苏丝绸#'((&%*&$"%

+

"&;

\SDQ O7.//5# KOSDQ \5.62.# KOSDQ R-7W2./;

E7=:-A2T7. -.U -.-VWT2T7,>15T>A4<>4A-VU5T2/. =5>17UT7,

>15>4A.795A<7VV-A,Z-;Z2-./T4 C2Vc# '((& %*&$ "%

+

"&;

, ' -!张文斌;服装结构设计,I-;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G;

KOSDQ\5.62.;Y->>5A. =-c2./,7A,-T127. U5T2/. ,I-;

M52b2./$ E12.-F53>2V5rS::-A5VYA5TT# '((&$ "&G;

, * -!中屋 典子#三吉满智子;服装造型学 ,I-;刘美华#

孙兆全#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DSgS_S D7A2c7# IB_LCOB I-<12c7; a-T127.

=7U5V2./ , I -; [BP I5214-# CPD K1-7̂4-.#

FA-.TV->2./;M52b2./$ E12.-F53>2V5r S::-A5VYA5TT#

'((%$ **;

, % -!刘瑞璞;服装纸样设计原理与应用%女装篇& ,I-;北

京$中国纺织出版社#'((G$*&&;

[BP N42:4;F15:A2.<2:V5T-.U :A-<>2<5T7,:->>5A.

U5T2/. ,I-;M52b2./$ E12.-F53>2V5rS::-A5VYA5TT#

'((G$ *&&;

, ) -!张道英;衣领结构设计中翻领松量的研究 ,Z-;上海

纺织科技#"###%%&$)%

+

)&;

KOSDQR-7W2./;N5T5-A<1 7. >15-=74.>7,V-:5VTV-<c 2.

<7VV-AT>A4<>4A5U5T2/. ,Z-;C1-./1-2F53>2V5C<25.<5r

F5<1.7V7/W# "### %%&$ )%

+

)&;

, & -!王晓云#徐东;翻驳领的结构设计方法研究和改

进,Z-;天津纺织工学院学报#'(((%"(&$$%

+

$&;

\SDQ 2̀-7W4.# P̀R7./;N5T5-A<1 -.U 2=:A795=5.>

7,T>A4<>4A-VU5T2/. =5>17U 7,>4A.U7@. <7VV-A, Z-;

Z74A.-V7,F2-.b2. B.T>2>4>5 7,F53>2V5 C<25.<5 S.U

F5<1.7V7/W# '((( %"(&$ $%

+

$&;

, $ -!张文斌#方方;服装人体功效学,I-;上海$东华大学

出版社#'((G$"%)

+

")";

KOSDQ\5.62.# aSDQa-./;S::-A5VT7=->7V7/W,I-;

C1-./1-2$ R7./14-P.295AT2>WYA5TT# '((G$ "%)

+

")";

, G -!李涛#杜磊#孙洁;短裤特征截面廓形分析及间隙量预

测模型构建,Z-;纺织学报#'("##%(%)&$""*

+

""G;

[BF-7# RP [52# CPD Z25; FW:2<-V<A7TTT5<>27.

T2V1745>>5 -.-VWT2T -.U 2.>5A9-V :A5U2<>27. =7U5V

<7.T>A4<>27. T17A>T,Z-;Z74A.-V7,F53>2V5N5T5-A<1#

'("##%(%)&$ ""*

+

""G;

, # -!王建萍;女装结构设计,I-;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G'

+

#*;

\SDQZ2-.:2./;\7=5.uT@5-A:->>5A. =-c2./,I-;

C1-./1-2$ R7./14-P.295AT2>WYA5TT# '("%$ G'

+

#*

,"(-!中泽愈;人体与服装,I-;袁观洛#译;北京$ 中国纺

织出版社#'(()$"(G

+

"");

DSgSKS\S C4T4=.; F15 14=-. 67UW -.U

<V7>12./,I-;_PSD Q4-.V47# FA-.TV->2./;M52b2./$

E12.-F53>2V5rS::-A5VYA5TT# '(()$ "(G

+

"");

(((((((((((((((((((((((((((((((((((((((((((((((((

!上接第 "'$ 页"

, $ -!aB[BDQXNBR# aLPNDXFR# OLRRXNC# 5>-V;M7UW

=-::2./7,<4>-.574T@5>.5TT:5A<5:>27. -<A7TT>15

14=-. >7AT7 U4A2./ >15A=7d.54>A-V -.U @-A=

5.92A7.=5.>-V53:7T4A5T, Z-; Z74A.-V 7, S::V25U

Y1WT27V7/W# '("%# ""$%G&$ GG$

+

G#$;

, G -!aB[BDQXNBR# NXRLNFBXN M# OLRRXN C# 5>-V;

F15A7V57,U5<A5-T2./<7.>-<>>5=:5A->4A5T-.U Tc2.

<77V2./ 2. >15 :5A<5:>27. 7,Tc2. @5>.5TT , Z-;

D54A7T<25.<5[5>>5AT# '("*# ))";

, # -!李佳怡# 卢业虎# 王发明# 等;应用男体出汗图谱的

运动装设计与性能评价 , Z-;纺织学报# '("&#

*$%"&$ ""&

+

"'';

[BZ2-W2# [P_514# \SDQa-=2./# 5>-V;R5T2/. -.U

:5A,7A=-.<559-V4->27. 7,T:7A>T@5-A6-T5U 7. =5.uT

T@5->2./->V-T,Z-;Z74A.-V7,F53>2V5N5T5-A<1# '("&#

*$ %"&$ ""&

+

"'';

,"(-!王永进# 宋彦杰# 刁杰;排球比赛服的功能结构设计

研究,Z-;纺织学报# '("%# *)%'&$ $"

+

$$;

\SDQ_7./b2.# CLDQ_-.b25# RBSLZ25;a4.<>27.-V

T>A4<>4A5U5T2/. 7,97VV5W6-VV=-><1 T42>,Z-;Z74A.-V7,

F53>2V5N5T5-A<1# '("%# *)%'&$ $"

+

$$;

,""-!eSNSRSNSZPN# CNBDBeSCSD Z;R5T2/. 7,T:7A>T

<V7>12./,7A17>5.92A7.=5.>T,Z-;S::V25U XA/7.7=2<T#

'("## G($ '%G

+

'));

,"'-!CIBFOEZ# OSeXDBFOQ;M7UW=-::2./7,T@5->2./

:->>5A.T2. ->1V5>5T$ -T53<7=:-A2T7. , Z-;I5U C<2

C:7A>TX35A<#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