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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综合了其他服装类图书的一些优点，从基础知识入手，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服装工业打板的基本原
理，使读者充分了解成衣样板的制作过程。
同时，编者又结合自己对服装工业样板制作的理解，并与服装教学理论相匹配，全面阐述了工业板型
与人体之间的复合关系，以及工业样板的变化规律、部位分析和成衣依据等。
书中内容丰富实用，打板方法简便易懂，能使读者正确认识人体与服装的结构关系，真正掌握服装工
业打板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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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服装打板基础知识第一节 人体构成与服装号型规格一、人体的构成1.人体比例人体比例
是服装结构设计最基本的依据，人体各个部位之间比例和位置的准确与协调，是判断一个人体形美与
不美的重要标准。
人体比例是指人体各个部位的对比值，可以局部对比局部，也可以整体对比局部，能否精确地掌握和
了解人体比例对于服装的打板和制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中国人的男、女人体身高比例为7～7个半头（这里所说的是18岁以上成年男女的比例）。
在比较理想的身体比例中，女性肩宽约为1.7～1.8个头长，男性约为2个头长；女性腰宽约为1个头长，
男性约为1.2～1.5个头长；女性臀宽约为1.5～1.8个头长，男性则为1.4～1.6个头长（如图1-1、1-2）。
2.人体与服装人体是服装样板制作的基础，服装打板必须通过对人体各部位的了解和把才能行之有效
地裁制出符合人体穿着需要的服装。
从服装打板的角度来看人体的结构构成，我们首先要关注人体的主要基准线（图1-3），其次是人体的
主要基点（图1-4），最后是人体的主要体表形态（图1-5）。
二、服装规格的确立与服装号型系列的设置1.服装规格的确立服装规格是指服装各部位的实际尺寸。
通常，服装规格是以人体净尺寸为基础的，再加上一定的放松量。
例如：人的净胸围一般为86cm，根据具体的款式风格再加上10cm左右的放松量，那么胸围的规格尺寸
就应该是96cm。
另外，一些其他部位的规格（例如：肩宽、领围、袖长⋯⋯）也可以依照相应的公式推算得出，具体
的服装规格设计应根据服装的款式特点、季节变化、穿着对象以及面料特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并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
现时，成衣生产在整个服装产业中占了很大比重，服装号型的建立就是为了适应工业化的成衣生产。
由于在工业化生产中，不可能采取低效率的单件量体裁衣，故需要通过建立服装号型系列来适应各式
服装和不同体态的人的需要，按服装号型规格进行生产的成衣一般可适合每一个类别的人群，而不仅
仅是一个人或者一种体型的人。
所以说，服装号型的建立不仅大大地方便了现代化工业的设计与生产，而且还扩大了人们挑选衣服的
范围，这同时也为人们选购服装提供了有效的穿着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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