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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结构设计的理论和实践是服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必须通过结构设计才能得
到准确的体现。
本书从服装的人体工学和人体测量入手，对各类女装纸样的基本造型形式及各种变化原理进行了全面
而系统的介绍。
本书共分十二章，其中重点介绍了基本纸样的造型形式、基本纸样的省移和施褶原理及基本纸样的变
化规律。
    本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供服装专业师生、服装技术人员及服装设计爱好者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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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纸样的工业价值和设计意义第一节 纸样的产生与服装工业样（partern）是现代服装工业的专用
语，含有“样板”、“标准”等意思，是服装设计的重要基础之一。
它是达到服装设计者设计意图的积累和媒介；是从设计思维、想像到服装造型的重要技术条件。
然而，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高效而准确地进行服装的工业化生产。
因此，纸样也是服装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必要手段。
一、纸样工业化前的状况最初纸样并不是为了服装的工业化生产而产生的。
19世纪初叶，欧洲妇女们虽崇尚巴黎时装，但因为价格昂贵可望而不可及。
为了适应这一社会要求，一些时装店的商人，就把时髦的服装复制成像裁片一样的纸样出售，使许多
不敢对价格昂贵时装问津的妇女，转而纷纷购买纸样，由此纸样成了一种商品。
英国的《时装世界》杂志早在1850年就开始刊登各种服装的剪裁图样。
1862年美国裁剪师伯特尔？
理克创造了和服装规格一般大小的服装纸样进行多件加工，三年之后他在纽约开设了时装商店，并设
计和出售纸样，这就是最初的服装纸样。
但是，由于它并没有真正运用在服装工业化生产上并有效地促进服装工业化进程，纸样也就没有得到
根本的重视，纸样的工业化只有随着服装机械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二、纸样的工业价值1830年，第一台缝纫机在美国诞生，使服装工业进入了划时代的时期。
1897年，随着许多以手工操作的缝纫机械的相继问世，大大地提高了服装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此后，专门分科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出现了专门的设计师、样板师、剪裁工、缝纫工、熨烫
工等等。
这种生产方式的显著特点是批量大，另外由于分科加工形式，使缝纫工产生不完整概念，他们只能遵
循单科标准，这就要求设计上是全面、系统、准确、标准化的，纸样正是为了适应这些要求而设计制
作的。
纸样也被称为样板、纸板、纸型等等。
总之它是服装工业生产中所依据的工艺和造型的标准，我们把这种纸样叫做工业纸样（patternmaker）
。
由此可见，纸样的真正价值是随着近代服装工业的发展而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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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女装纸样设计原理与技巧:原服装结构设计原理与技巧》作者以定量和定性的系统分析方法，阐述了
服装构成的造型规律和纸样设计原理。
根据服装工业纸样标准，推出适应我国服装结构设计的“标准纸样”和设计原理的应用方法。
书中例举了经过作者实践验证过的设计成果，并深入浅出、详实地论述了服装结构的变化规律、设计
技巧和绘制过程，有很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在教学和各种学习班、研究班中讲授，均取得
了满意的效果。
书中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来源于生产实际，符合现代服装生产和管理要求，有助于读者迅速
、科学地掌握原理，运用规律，举一反三。
对服装设计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我国服装纸样设计体系的研究和形成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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