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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身袖袖裆可以分为趋于宽

松的融合式尧趋于合体的独立式以

及趋于紧身的分割拼合式 猿 类咱员暂遥
袖裆与衣身结构相互融合的宽松

式连身袖结构已经广泛应用于针

织服装中袁袖裆独立于衣身结构之

外的合体型连身袖结构在针织服

装上的应用比例不断上升袁袖裆的

设计与应用日趋广泛遥 关于连身袖

的研究袁学者主要从连身袖外观造

型及其舒适性和运动功能性之间

的矛盾入手袁在原装袖结构特征的

基础上袁对袖中线的倾角大小和腋

下插角方式研究较多袁 袖裆宽窄尧
长短尧面料纱向等袖裆结构设计要

素对连身袖合体性尧舒适性以及运

动功能性的影响以及相互之间定

性尧 定量的配比关系的研究很少遥
然而在合体连身袖结构中袁袖裆结

构设计决定连身袖服装隐性袖窿

大小袁 关系到袖与身之间的协调尧
袖身共同承担的服装平服度尧人体

活动量和穿着舒适度咱圆暂袁同时对服

装的款式尧 风格有着重要的影响袁
研究菱形袖裆的结构设计对提高

这类针织产品的质量和份额均具

有重大意义遥
员 试验

员援员 目的

研究菱形袖裆结构设计数据

对合体型连身袖服装合体度尧舒适

性和运动功能性效果产生的变化

规律曰研究菱形袖裆长度尧宽度和

面料纱向渊纱向指面料织造时形成

的纹理方向袁纱向不同袁拉伸力也

不同冤这 猿 个袖裆内部因素的合理

组合袁以便产生最佳综合效果遥
员援圆 方法

以菱形袖裆基本纸样的造型

与结构设计数据为基础袁有规律地

改变菱形袖裆的结构参数袁根据试

验需要绘制 猿园 组变化样板袁 在一

定的试验条件下袁 制成系列样衣曰
确定评价指标袁选择适当对象穿着

并进行主观和客观测评袁获取其穿

着效果和试验数据曰对试验数据进

行主观和客观的综合评价袁得出每

组参数对应的服装外观性尧舒适性

和运动功能性的相关效果以及菱

形袖裆长度尧 宽度和面料纱向这 猿
个内部要素的最佳组合数据遥
员援猿 过程

员援猿援员 基础纸样绘制

基础纸样的结构设计如图 员
所示遥
员援猿援圆 袖裆参数制定

袖裆的边长长度按 员援缘0 糟皂 档

差设置 远援园圆 糟皂尧苑援缘圆 糟皂尧怨援园圆 糟皂
共 猿 档曰袖裆宽度按 员援缘 糟皂 档差设

置 圆援缘 糟皂尧源.0 糟皂尧缘援缘 糟皂尧苑.0 糟皂尧

合体连身袖菱形袖裆结构设计参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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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针对目前合体连身袖袖裆结构的研究现状和袖裆的应用趋势袁研究菱形袖裆边长尧宽窄和纱

向的变化对连身袖穿着的合体性尧舒适性以及外观性影响袁探讨了合体连身袖菱形袖裆的结构参数遥 结

果表明院纱向对合体连身袖针织服装舒适性和合体性基本没有影响袁对运动功能性有一定的影响曰宽度

一定时袁袖裆边长与舒适性尧运动功能性和合体性变化成正比曰固定边长后袁宽度变化对合体性的影响最

大尧对舒适性的影响最小曰长与宽的数据越接近时袁综合效果越好曰得到合体连身袖菱形袖裆结构设计数

据方案为院9.02 cm伊8.5 cm伊15.91 cm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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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 基础纸样的结构图

愿援缘 糟皂 共 缘 档曰 面料纱向按 源缘毅档
差设置 45毅尧90毅共两档遥
员援猿援猿 材料选择

为保证试验结果的普遍性袁
选择连身袖服装常用的且市场销

售量大尧厚薄适中尧质地紧密的摇

粒绒针织面料袁 面料基本规格如

下院
成分 员园园豫涤纶

组织 平针组织

幅宽 员远园 糟皂
克质量 员愿园 早/糟皂圆

员援猿援源 样衣制作

用所选择的面料进行样衣试

制袁验证基本纸样制图数据及方法

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袁并将样衣分别

穿在人台和模特身上进行观察评

价袁 确定试验用的制图数据和方

法袁并制作系列成衣遥
员援猿援缘 数据采集过程

实验室温度 圆园 益袁 相对湿度

远园豫曰选取 缘 名试衣模特曰缘 位拥有

丰富专业知识及教学经验的样衣静

态评价者曰拍照一名曰测量一名曰辅
助一名遥 整个试验分为 猿个步骤遥

葬援 静态主观评价

专家对 猿园 件样衣独立评分袁

且样衣评价顺序随机遥
试衣模特按试验要求保持静

态姿势提供给测量者量取遥 试衣模

特静态展示要求呈自然静止状态

保持一个姿势遥
b援 动态主观评价

试衣模特内穿一件紧身衣袁然
后对 猿园 件样衣进行着装试验袁进
行独立评价遥

试衣模特动态展示的姿势包

括手臂侧举自然角度袁侧尧前尧上举

最大角度袁手臂侧尧前举 源缘毅袁抱胸袁
手臂伸展尧挺宽遥 根据试衣模特在

试验过程中的主观评定情况袁可多

次对同一件样衣进行穿着袁以进行

穿着感的比较遥
圆 评价体系及方法

圆援员 评价体系的建立

将物理试验与主观试验相结

合袁采用人体着装主观评价方法对

试验服装的合体性尧舒适性以及活

动功能性进行评价袁结合拍摄图片

的客观对比评价袁形成合理的综合

评价体系遥
圆援圆 主观评价方法的确定

人体着装的舒适度是通过试

穿者用语言来表达的一种主观感

受袁它无法用物理量直接测量咱猿暂遥本
次试验中袁评价者根据其主观认知

感受尧 试穿者根据其穿着感觉袁在
标尺上作出标记袁并根据标尺上的

主观感觉等级找到相对应的主观

感觉量化值袁在主观评价感觉等级

表中填写相应的感觉等级和在试

验数据采集表中填写相关数据遥
圆援圆援员 指标等级描述

差 园耀圆怨 分

较差 猿园耀源怨 分

一般 缘园耀远怨 分

较好 苑园耀愿源 分

好 愿缘耀员园园 分

圆援圆援圆 造型评价项目及评价内容

描述

葬援 静态造型

前胸造型院 袖裆视觉效果如

何袁与衣片连接处平服尧服贴程度曰
有无多余褶皱尧是否紧绷遥

后背造型院 肩背是否圆顺尧平
服袁有无多余褶皱袁是否紧绷遥

腋下造型院 腋下是否平服尧余
量是否合适遥

肩端造型院 肩缝处是否圆顺尧
平服袁有无多余褶皱袁是否紧绷遥

遭援 动态造型

手臂最大活动角度院系扣情况

下袁固定衣服底边袁手臂侧尧前抬至

不能再抬袁拍摄照片袁在照片上测

量手臂抬高角度遥
手臂自然活动角度院系扣情况

下袁手臂侧抬至袖山变形袁拍摄照

片袁在照片上测量手臂抬高角度遥
袖肥舒适度院手臂侧尧前举 源缘毅

时袁袖肥部位是否感到舒适袁是否

有紧绷尧牵制等不舒适感遥
腋下舒适度院 手臂侧尧 前举

野源缘毅时袁 腋下部位是否感到舒适曰
是否有紧绷尧牵制等不舒适感遥

后背舒适度院抱胸尧看书写字

等运动状态下袁衣身后背是否感到

压迫尧紧绷等不舒适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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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图中标注数值的单位均为 cm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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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试验评价数据汇总

方案

序号

边长/
cm

宽度/
cm

纱向/
渊毅冤

五位评价者数据平均 综合平均

值渊1颐1颐1冤
侧重舒

适性

侧重运

动性

侧重合

体性

舒适性 运动性 合体性 6颐2颐2 2颐6颐2 2颐2颐6
1 6.02 2.5 90 60 30 100 63.3 62.0 50.0 78.0
2 6.02 2.5 45 60 30 100 63.3 62.0 50.0 78.0
3 6.02 4.0 90 65 39 93 65.7 65.4 55.0 76.6
4 6.02 4.0 45 66 45 93 68.0 67.2 58.8 78.0
5 6.02 5.5 90 70 47 88 68.3 69.0 59.8 76.2
6 6.02 5.5 45 72 57 88 72.3 72.2 66.2 78.6
7 6.02 7.0 90 75 56 82 71.0 72.6 65.0 75.4
8 6.02 7.0 45 77 63 82 74.0 75.2 69.6 77.2
9 6.02 8.5 90 80 66 72 72.7 75.6 70.0 72.4
10 6.02 8.5 45 82 71 72 75.0 77.8 73.4 73.8
11 7.52 2.5 90 58 48 78 61.3 60.0 56.0 68.0
12 7.52 2.5 45 58 54 78 63.3 61.2 59.6 69.2
13 7.52 4.0 90 64 55 73 64.0 64.0 60.4 67.6
14 7.52 4.0 45 65 61 73 66.3 65.8 64.2 69.0
15 7.52 5.5 90 69 65 68 67.3 68.0 66.4 67.6
16 7.52 5.5 45 72 73 68 71.0 71.4 71.8 69.8
17 7.52 7.0 90 74 72 63 69.7 71.4 70.6 67.0
18 7.52 7.0 45 77 81 63 73.7 75.0 76.6 69.4
19 7.52 8.5 90 79 82 57 72.7 75.2 76.4 66.4
20 7.52 8.5 45 81 89 57 75.7 77.8 81.0 68.2
21 9.02 2.5 90 59 60 4 41.0 48.2 48.6 26.2
22 9.02 2.5 45 59 67 20 48.7 52.8 56.0 37.2
23 9.02 4.0 90 66 69 65 66.7 66.4 67.6 66.0
24 9.02 4.0 45 67 79 65 70.3 69.0 73.8 68.2
25 9.02 5.5 90 74 79 100 84.3 80.2 82.2 90.6
26 9.02 5.5 45 76 86 100 87.3 82.8 86.8 92.4
27 9.02 7.0 90 80 88 100 89.3 85.6 88.8 93.6
28 9.02 7.0 45 82 93 100 91.7 87.8 92.2 95.0
29 9.02 8.5 90 85 97 100 94.0 90.4 95.2 96.4
30 9.02 8.5 45 87 98 100 95.0 91.8 96.2 97.0

衣袖舒适度院抱胸尧看书写字等

运动状态下袁 衣袖与衣身是否有牵

制袁肩端部位是否有压迫尧紧绷感等咱源暂遥
圆援猿 客观评价方法的确定

选取能代表合体连身袖菱形

袖裆结构参数设计带给试验样衣

客观变化事实的相关指标袁不进行

主观等级评分袁直接测得参数变化

产生的客观试验数据遥 分别描述了

手臂侧举尧前移尧后摆最大活动角

度具体指标及评价内容咱缘暂院
手臂侧举最大活动角度院手臂

由自然下垂状态侧面向上移动袁在
肩端不产生褶皱情况下的最大移

动角度遥
手臂前移最大活动角度院手臂

由自然下垂状态向前移动袁在肩端

和前胸衣袖连接处不产生褶皱情

况下的最大移动角度遥
手臂后摆最大活动角度院手臂

由自然下垂状态向后摆动袁在肩端

和后背衣袖连接处不产生褶皱情

况下的最大移动角度遥
测量手臂侧举尧前移尧后摆最

大活动角度时袁 先对试验姿势拍

照袁 再把照片导入计算机后利用

孕澡燥贼燥泽澡燥责 软件量取角度的方式获

取试验数据遥量取角度如图 圆所示遥

猿 数据收集及综合分析

试验数据的处理包括两个方

面院一是针对主观试验数据袁利用

数据变化趋势分析法对评价结果

进行评判曰二是客观试验数据的处

理遥 并将主观试验评判结果比对客

观试验数据处理结果袁看两者是否

一致袁最终形成试验结论遥
猿援员 主观试验数据收集

通过一系列的着装试验袁对样

衣的静态造型和动态合体性尧舒适

性以及运动功能性进行评价袁得到

相关的评价数据进行初步处理结

果如表 员 所示遥
猿援圆 主观试验数据分析处理

猿援圆援员 数据趋势图

利用 耘xcel 的折线分析法把试

验数据转化为折线趋势图袁 如图 猿
所示遥

葬援 纱向对合体连身袖服装舒

适性和合体性基本没有影响袁对运

动功能性有一定的影响遥
遭援 固定边长后袁 宽度变化对

合体性的影响最大袁对舒适性的影

响最小遥
糟援 宽度一定时袁 袖裆边长与

舒适性尧合体性和运动功能性变化

成正比曰宽度值为 缘援缘 糟皂 时所产生

的综合效果最好遥
猿援圆援圆 权重分配后趋势图

权重分配综合趋势图如图 源
所示袁当舒适性尧合体性尧运动功能

图 2 量取角度

渊a冤侧举 渊b冤前移 渊c冤后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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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服装的综合效果上的权重分

别为 员颐员颐员尧猿颐员颐员尧员颐猿颐员 时袁 试验数

据变化趋势表显示变化规律相似袁
其共同特性是长与宽的数据越接

近时袁综合效果越好遥 第 圆员 组数据

在各方面表现最差袁 第 猿园 组数据

在各方面表现最佳遥
猿援猿 客观试验数据及分析处理

手臂活动角度的试验数据作

为客观试验数据袁一方面能客观地

反映试验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袁另一

方面能直接验证主观试验数据的

合理性以及主观评价的逻辑性袁在
试验数据的综合评判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遥 利用 耘xcel 软件中折线分

析法将手臂活动角度的试验数据

生成折线图袁如图 缘 所示遥
袖裆边长越长袁宽度变化引起

的手臂活动变化越大曰当使用第 猿园
组试验参数时袁人体手臂的最大活

动角度为 缘园毅袁 是所有试验参数组

别中活动性最好的一组遥
源 结论

针对合体连身袖针织服装的

菱形袖裆结构设计试验的数据袁使
用 耘曾糟藻造 软件进行了有效的主客观

分析及试验数据的比对袁并通过对

比主观试验数据袁得到本次试验所

产生的主观试验数据和客观试验

数据是吻合的袁 评价结果是一致

的袁 最终形成有效的试验结果院合
体连身袖菱形袖裆结构设计数据

方 案 为 院9.02 cm 伊8.5 cm 伊15.91
cm曰纱向对合体连身袖针织服装舒

适性和合体性基本没有影响袁对运

动功能性有一定的影响曰宽度一定

时袁袖裆边长与舒适性尧运动功能

性和合体性变化成正比曰固定边长

后袁 宽度变化对合体性的影响最

大袁对合适性的影响最小曰长与宽

的数据越接近时袁综合效果越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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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性感知评价标尺的开发咱允暂援 纺织

学报袁圆园园苑袁圆愿渊缘冤院员园源原员园苑援
咱缘暂周丽华袁张祖芳援平衡于人体动静态

的上装结构配伍技术研究咱阅暂援上海院东
华大学袁 圆园园缘援

收稿日期 圆园员圆 年 远月 圆园日

图 猿 试验主观数据折线趋势图
银.合体性曰荫.舒适性曰姻.运动功能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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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源 权重分配综合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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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侧重合体性曰姻.侧重舒适性曰银.侧重运动性曰荫.平均综合值遥

图 缘 手臂活动角度综合对比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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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侧举曰姻.前移曰银.后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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