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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叙述了GB 1335—1991《服装号型》标准的制定过程，介绍了GB/T 1335—1997《服装号型》标准的
定义、标志及应用；着重讲解了服装的规格设计及大企业成衣生产的规格设计；收集了大量国外的服
装尺码表，并与我国服装号型进行了比较。
具体内容包括人体尺寸抽样与测量方法及其基本统计量的计算，体型分类、号型系列与控制部位数值
及号型覆盖率的计算与确定，GB/T 1335—1997《服装号型》标准的应用，国际标准尺码对比等。
本书附录中还含有多种实用号型尺寸表。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服装专业师生、服装生产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及服装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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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一、GB 1335——1981《服装号型》简介GB 1335—1981《服装号型》标准在我国已实施了
十年。
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力宣传下，这个标准广泛地被服装企业、商业经营单位和消费者所熟悉和掌握
。
但近几年来，我国的服装生产、经营和消费有了很大的变化，GB 1335一1981《服装号型》标准已不能
完全适应这些变化，逐渐暴露出不全面、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的穿着要求、不能适应服装生产等缺陷
。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服装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产量迅速提高，与
国外服装行业的联系增多，国外服装生产软件、硬件技术已经输入，服装内销、外销产品的差别正在
缩小，服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都促使服装企业在满足消费者穿着适体性要求的同时，还要借
鉴国外研究成果，探索、制定适合我国消费者体型的服装规格等技术规定，弥补GB 1335—1981《服装
号型》标准的不足。
GB 1335—1981《服装号型》标准是依据1974～1975年全国人体体型测量的数据结果，找出全国人体体
型的规律后制定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服装经营单位要求销售服装的品种增多
，款式丰富多样，消费者也不能满足于服装长度、围度尺寸的合身，而且要求服装能表现自己个性，
讲究形态美，人们的穿衣习惯向着季节性、多样性、适体性发展。
此外，我国的人体体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青年人口比例增大，腰围、臀围的变化加大，儿童及青
少年身高普遍增加。
在GB 1335—1981《服装号型》标准制定的阶段，广大消费者限于当时的生活水平，往往一件衣服穿上
一两年甚至几年，上、下装分别购买，自行搭配，对服装穿着的时间、场合无细致划分。
然而现在，消费者一季多衣，购买套装已经普遍，对上、下服装规格配套的要求更高了。
但GB 1335—1981《服装号型》标准提供的数据过时，不能满足不同体型变化及上、下装配套问题。
因此，GB 1335—1981《服装号型》已不能满足服装生产和广大消费者的穿着要求，重新制定新的服装
标准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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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服装号型标准及其应用(第3版)》是服装企业进行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参考书，也是企业技术人员、服
装爱好者、高校服装专业学生学习工业推板的必备工具书。
 《服装号型标准及其应用(第3版)》叙述了GB 1335—199l《服装号型》标准的制定过程，并对在1991年
和1997年重新修订后的《服装号型》标准的内容进行了介绍。
重点叙述了GB/T 1335—1997《服装号型》标准的定义、体型分类、号型标志、中间体、控制部位尺寸
、号型覆盖率、服装规格系列的设计及大企业成衣生产的规格设计。
同时，收集了十几个国家的服装尺码表，以便于了解国外人体的体型特征，并与我国人体体型进行了
比较，为服装企业进行外贸生产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也为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基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服装号型标准及其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