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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立体裁剪作为一种服装造型方法，以其突出的直观性等特点，成为高级时装设计、礼服设计的重
要手段。
许多服装设计大师，如保罗·波烈（Pallid Porte）、马德琳·维奥尼（Madeleine Violent）、简·帕特
（Jerald Patton）、克利斯托巴尔·巴伦夏加（Cristobel　Balaclava）、葛莱夫人（Gores）等，都钟情
并擅长于此。
凭借一把剪刀、一盒大头针、一块面料，在人体模型上进行设计创作，这是我们看到的立体裁剪的一
面。
其实，它的运用并不仅限于此。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服装立体裁剪在成衣工业的产品开发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随着中国服装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品牌战略的全面实施以及服饰文化交流的深入，服装立体裁剪受到
了服装产业界、教育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服装立体裁剪也因此在服装产品开发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产品研发的核心技术，为开发多
样化、差异化和高品质的服装创造了条件。
当前，服装企业对于具备服装立体裁剪技能的优秀人才也是求贤若渴。
立足于此，我们从服装立体裁剪课程教学的实际出发，组织编写了这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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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为十一章，从服装原型、衣身、领子、袖子的立体裁剪入手介绍了服装立体裁剪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强调操作的规范性，注重平面和立体相结合。
再以典型、有代表性的服装款式为例。
介绍了立体裁剪技法在成衣和礼服变化设计中的应用，强调服装尺寸与人体尺寸、纸样尺寸之间的关
联性，注重立体裁剪与工业化生产的结合。
《服装立体裁剪》以国际化的视野，为服装立体裁剪　　的学习提供了比较全面和有效的指导。
　　《服装立体裁剪》可作为高等院校服装专业服装立体裁剪课程的配套教材，也可以服装企业设计
与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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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立体裁剪的要点针对立体裁剪的特点，在其应用中要注意艺术和技术相结合、平面和立体相
结合。
（1）技术要点立体裁剪并不是简单地将布料包裹在模型上，使其处于完全贴身状态或者用面料在模
型上随意造型，它包含了很强的技术性。
设计师与样板师需要不断练习，熟练掌握其中的技巧，才能设计制作出造型好、品质高的服装来。
服装立体裁剪技术要点主要包括松量的加放和面料丝缕的控制两方面。
首先，松量的正确加放是使服装既具优美的静态造型，又能满足人体动态舒适性要求的保障。
除了需要在胸部、背部、腰部、袖窿底部、臀部、裆部等部位放入满足人体运动舒适性所需的基本松
量外，还要在胸、腰、臀等部位放入款式造型所需的松量。
款式造型所需的松量通常是在面料在人台上立体的造型过程中加放，加放量可根据面料性能以及款式
造型需要灵活掌握，可以边操作边调整。
基本松量的加放根据成衣款式特点（包括合体程度、是否装袖等）、穿着状态（内穿服装情况）、面
料性能等，综合而确定。
其次，因为操作者在人台上处理布料时，需要依靠控制面料的经纱与纬纱来实现设计意图，并使服装
达到平衡，所以立体造型时对面料丝缕的控制非常重要。
面料的直纱方向具有结构稳定的特性，因此要求外观造型平整挺括的服装通常选用直纱方向作为悬垂
方向，并且在立体造型中要求面料丝缕横平竖直，以避免服装表面出现扭绞、斜皱等影响外观的弊病
。
面料的斜纱方向则具有弹性好、悬垂性好、易伸缩变形的特性，因此对于有绞缠（如蝴蝶绞、胸绞）
、悬垂褶（如荡领、柔褶裙）、斜褶设计的服装通常选用斜纱方向作为悬垂方向，在立体造型中通过
面料纱向受力方向及大小的控制达到服装所需的造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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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服装立体裁剪》：高等院校服装设计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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