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第 6 期
制衣技术

杯宽

杯骨长

杯高

下奶杯长

乳房垂半径

前杯宽

H G

B

BL
D

A

F

C忆

D忆 F忆 E忆

E
茁1

茁2

茁3

C
O

图 员 文胸罩杯的基本纸样

文胸除了具有保护尧 支撑尧防
止乳房下垂的作用外袁还有矫正形

体的作用咱员暂遥 文胸的塑形穿着效果

主要是指文胸的聚拢和上托效果袁
因为聚拢和上托作用可以推高乳

点袁使其上移袁使胸部高挺袁从而达

到塑造女性形体美的目的遥
文胸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影响

女性人体的穿着效果袁 可以通过测

量人体穿着前后各部位数据的变化

来反应效果的差异遥 韵噪葬遭藻 等人咱圆暂

研究了文胸穿着前后被测者左侧

乳房 圆缘 个点的空间位置变化情

况遥 酝燥则燥燥噪葬 等人咱猿暂的研究结果显

示袁穿着支撑型文胸与穿着普通款

文胸相比袁乳房下部尺寸和乳间距

减少明显袁胸部曲线也更好遥 但是

针对胸省对塑形效果的影响研究

较少遥 常丽霞等人咱源暂将青年女性的

乳房形态细分为 怨 类袁为胸衣等贴

体内衣纸样设计中胸省的设计提

供科学依据遥
员 基础纸样及省道分布

文胸基础纸样的省道有 猿 个院

乳沟省 茁员尧胸省 茁圆尧腰省 茁猿袁基础纸

样总的省道量为 苑远毅袁 符合省道量

的设计要求遥 在文胸基础纸样的基

础上袁通过省道量的变化来改变文

胸的风格袁其中省道量的个数决定

罩杯的片数遥 罩杯是文胸纸样设计

的核心袁罩杯结构不仅要符合女性

乳房形态袁更应满足女性乳房各细

部的尺寸要求遥 乳房形态主要由 缘

个部位的数据来决定院乳房表面长

度尧下奶杯长尧乳房横径尧乳房下部

垂半径尧乳房深度遥 从穿着舒适的

角度考虑袁罩杯的尺寸均应略大于

或等于乳房实际尺寸袁但因文胸是

合体性要求极高的服装袁 因此袁这
里将罩杯的尺寸设为符合乳房实

际尺寸咱缘暂遥 图 员 为文胸罩杯的基本

纸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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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根据文胸的基础纸样和乳沟省茁1尧胸省茁2尧腰省茁3省道量分布的不同袁设计制作出包括基础纸样

在内的11款3/4罩杯的文胸样衣遥 选取乳房表面长度尧乳点高尧乳房深度尧乳点间距尧乳房横径尧胸厚6个部

位袁测量文胸穿着前后这些部位的数据遥 通过数值分析袁选择文胸穿着前后差异性最大的两个测量值来

表示塑形效果袁其中乳点高的塑形效果值用来说明上托效果袁乳点间距的塑形效果值用来说明聚拢效果遥
最后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和线性分析袁建立起文胸省道角与其塑形效果值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遥 结果

表明院文胸的省道量对文胸的上托效果影响较小袁对聚拢效果影响较大曰胸省茁2越小袁聚拢效果越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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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样衣与 11#样衣塑形效果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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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样衣省道量的分配圆 塑形效果的测量

圆援员 实验对象

实验采用 员员 件样衣袁 分别有

一片式尧两片式和三片式袁具体样

衣的实物图见图 圆遥 员员 件样衣的省

道分布量见表 员遥

圆援圆 实验方法

用马丁测量仪和卷尺测量袁测
量环境为专用的人体测量实验室袁
室温为 圆缘 益左右袁 相对湿度为

远缘豫依圆豫遥 测量部位有院乳房表面

长度尧乳点高尧乳房深度尧乳点间

距尧乳房横径尧胸厚遥 其中乳房表面

长度尧乳点间距尧乳房横径 3 个部

位的数据用来描述文胸的聚拢效

果曰乳点高尧胸厚两个部位的数据

用来描述文胸的上托效果曰乳房深

度的变化既可说明聚拢效果又可

说明上托效果遥 选定 10 位符合文

胸穿着要求的试衣者袁测量穿衣前

的胸围和下胸围袁 这 11 款文胸 10
位试衣者都试穿袁然后测试他们试

穿前尧后所选取的 6 个测量部位的

变化值袁 每个测试点都测量 3 次袁
并取均值遥同时袁引入式渊员冤辅助分

析:
穿着后测试值原穿着前数值越

塑形效果值 渊员冤
圆援猿 实验数据分析

穿上文胸后对胸衣的 BP 点

渊乳点冤 测量袁 测试结果如图 3 所

示袁其中正值为增量袁负值为减量遥
同时比较前 10 款样衣与基础样衣

11 的塑形效果值的差值袁如图 4 所

示袁并分析效果的差异性遥
由图 3 可知袁乳房间距的变化

值均为负值袁 说明与实验前相比

较袁 各款样衣的乳点间距量都减

小遥 从曲线的变化程度来看袁乳点

间距和乳点高的曲线变化幅度较

大袁说明文胸之间的聚拢和上托效

果明显遥 所以用这两个数值来表示

塑形效果袁分析它们与省道量的相

图 3 不同样衣不同测量部位塑形效果值

样衣编号

3
2
1
0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乳房表面长度曰 .乳点高; .乳房深度;
.胸厚遥.乳点间距; .乳房横径;

图 圆 文胸样衣实物图

渊a冤一片式

渊b冤两片式

渊c冤三片式

文胸

类型

样衣

编号
省道角分布

一片式

1# 茁3=76毅
2# 茁1=76毅
3# 茁2=76毅

两片式

4# 茁1<茁2院茁1=36毅袁茁2=40毅
5# 茁1>茁2院茁1=61毅袁茁2=15毅
6# 茁1=茁2=0毅袁

省道量集中在 茁3 中

三片式

7# 茁1=19毅袁茁2=27毅袁茁3=30毅袁
茁1 不变袁茁2<茁3

8# 茁1=23毅袁茁2=18毅袁茁3=35毅袁
茁3 不变袁茁1<茁2

9# 茁1=16 毅袁茁2=20毅袁茁3=40毅袁
茁1尧茁2 减小袁茁3 增加

10# 茁1=32毅袁茁2=32毅袁茁3=12毅袁
茁1=茁2袁茁3 减小

11# 基础样板袁茁1=19毅袁茁2=22毅袁
茁3=35毅

注院野不变冶尧野减小冶尧野增加冶 是相对基

础样板 11# 而言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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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显著性

系数 T
概率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乳点间距效果值 79.402 23.760 3.342 0.009
常量 18.703 7.644 0.632 2.447 0.037

表 猿 回归模型系数表

项目 省道角 茁1 省道角 茁2 省道角 茁3

Pearson 相关性 0.330 -0.300 -0.053
显著性水平 P值渊双侧冤 0.322 0.370 0.877

Pearson 相关性 -0.227 0.632 -0.291
显著性水平 P值渊双侧冤 0.502 0.037* 0.385

注院*. 在 0.05 水平渊双侧冤上显著相关遥

乳点高

乳点间距

表 2 相关系数表关性最具代表性遥
图 源 同样也说明了乳点高和

乳点间距的变化影响值最为明显遥
乳点间距的塑形效果值用来说明

聚拢效果袁乳点高的塑形效果值用

来说明上托效果遥从乳点间距的变

化来看袁样衣 缘# 和样衣 苑# 的变化

值分别处于曲线的最低点和最高

点袁取变化值的绝对值袁样衣 缘# 与

员员# 比较袁 乳点间距的变化值的差

距量为最小负值袁 绝对值最大袁减
小量最大袁样衣 苑# 与 员员# 比较袁乳
点间距的变化值的差距量为最大

正值袁乳点间距的减小量最小遥
3 相关性分析

用 SPSS 将乳点间距和乳点高

这两个部位的塑形效果与省道角

茁1尧茁2尧茁3 进行相关性分析袁 得到它

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袁其
中样本数量 N为 11遥

从表 2 各个显著性水平 孕值

来看袁大于显著水平 园援园缘袁相关性

不显著遥只有省道角 茁圆 与乳点间距

效 果 值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孕 值 为

园援园猿苑袁小于 园援园缘袁说明省道角 茁圆 与
乳点间距塑形效果值的相关性在

这几组中的显著性是最强的遥 同

时袁所有的省道角与乳点高塑形效

果值的相关性不显著袁即省道角对

文胸上托效果影响不明显遥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系数表明省道角

茁圆 与塑形效果值相关性显著袁下面

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它们之间的

线性关系袁分析结果如表 猿 所示遥
由表 3 回归模型系数表可知袁

常量系数为 苑怨援源园圆袁检验回归常数

显著性的 栽 值为 猿援猿源圆袁 概率为

园援园园怨袁回归常数较显著遥 得到省道

角 茁2 的回归关系式如式渊2冤所示院
茁2=79.4+18.7窑驻x 渊2冤

式中院 驻x 为乳点间距的塑形效果

值袁cm遥
用|驻x|表示聚拢效果袁 其值越

大袁聚拢效果越好遥
11 件样衣中省道角 茁2 为 0毅的

有样衣 1#尧2# 和 6#袁其乳点间距的

塑形效果值分别为-3.23 cm尧-3.24
cm尧-3.95 cm遥 而当式渊1冤中 茁2 为
0毅时袁计算得出乳点间距的塑形效

果值为-4.25 cm袁与实际情况相差

1 cm袁在误差范围内遥
4 结论

4援员 根据文胸的基础纸样和乳沟

省 茁1尧胸省 茁2尧腰省 茁3 省道量分布

的不同袁设计制作出了包括基础纸

样在内的 11 款 3/4 罩杯的文胸样

衣遥 选取乳房表面长度尧乳点高尧乳
房深度尧乳点间距尧乳房横径尧胸厚

6 个部位袁 然后测量文胸穿着前后

这些部位数据遥 通过数值分析袁选
择文胸穿着前后差异性最大的两

个测量值来表示塑形效果袁其中乳

点高的塑形效果值用来说明上托

效果袁乳点间距的塑形效果值用来

说明聚拢效果遥
4援圆 在省道角和塑形效果值的相

关性研究中袁通过 杂孕杂杂 数据分析袁
得出省道角 茁圆渊胸省冤与乳点间距塑

形效果值的相关性显著袁 文胸的上

托效果与文胸的省道量设计相关性

不显著袁说明胸省 茁2 对文胸的聚拢

效果影响较大袁 在设计时应注意合

理应用曰 文胸的省道分布对胸部的

上托效果影响较小遥
4援猿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袁得到回归

模型院省道角 茁圆=79.4+18.7窑驻x袁|驻x|
越大袁聚拢效果越好袁即在回归关

系模型中袁茁圆 越小袁聚拢效果越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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