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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中样板制作技巧与方法 
◆潘新翼  曲慧馨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大连  116034） 

 
摘要：服装的合体性是人们对着装最简单、普遍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

和时代进步，人们对服装合体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服装生产通常

都是批量化的，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服装生产企业希望用最少的号型

系列覆盖尽量多的人体，而且号型都是针对群体而设计的，因此，批量

化生产的服装产品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找到合体服装。服装结构的精

确是实现服装合体性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解决工业化服装样板合体

性问题的关键，就是依据个体的体形特征调整工业化的样板，得到符合

消费者的体型特征的样板，以实现服装样板的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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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有服装样板实现个性化的途径  
服装 CAD 样板系统可以快速实现服装净样制图、样片设定

和放缝、样片的放码和排料等，能较好地满足服装批量化生产的
要求，但在实现样板的个性化方面还不成熟。  

1.1 通过服装 CAD 样片系统中的工具实现样板个性化  
通过服装 CAD 样片系统的各种修改工具，修改原有的标准

样片，从而得到符合消费个体体形特征的个性化服装样板，但这
一途径的修改过程较为复杂。  

样板的调整会因为操作者对体型特征理解的不同而得到不
同的个性化样板。这种方法有以下缺点：（1）操作随意性很大；
（2）对体型变化的适应性很差；（3）对款式变化的适应性也很
差。这一途径与服装 CAD 软件的快速反应、效率化极不相称，
更不能适应市场对个性化的需求。  

1.2 通过放码系统实现样板个性化  
这是目前服装 CAD 系统实现样片个性化的现实的途径，也

是国际 CAD 软件采用的基本解决方法。该方法首先对中号的母
板进行放码，然后再进行个性化变体的放码设定，建立双重或多
重的放码网，再通过另一个多重放码的软件控制号型和变量的数
据，即可得到符合个体号型和体型特征的样板，实施途径如图 1 
所示。  

这一方法，对体型的适应力更强些，一旦对某一款服装的样
板设定好了各种变体规则，输入相应的变体数据就能得到符合消
费者的个性化服装样板。 

但这一方法没能实现相应的款式变化。在服装款式变了之
后，所有的变体规则都要重新建立，这对消费市场个性化的实际
不相符；而且，各种变体规则的建立过程比较复杂，对操作者的
要求很高，需要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使得软件的推广受到限
制。 

2 服装样板个性化实现的新途径  
2.1 服装样板个性化实现的新途径  
服装样板个性化实现新途径的前 3 个步骤是一样的，得到

多个号型的样板，个性化修改是在最接近的号型样板上进行修改
的。实施途径如图 2 所示：（1）将最接近消费个体的号型样板
调入个性化修改系统进行缝制，形成三维的虚拟成衣；（2）依据
个性化消费者的人体特征，在虚拟成衣上进行“立裁”，输入调
节量对三维的虚拟成衣进行修改，“拆缝”得到新的样片组合；
（3）进行反向运算，得到符合个体特性的个性化服装样板。  

2.2 新途径实现实例  
以某驼背体为例，实现服装样板个性化，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2.2.1 生成多个号型的样板系列  
经过图 2 所示的前 3 个步骤，即可通过服装 CAD 系统得

到多个号型的样板系列。  
2.2.2 对合适的号型样板进行缝制  
依据个性化消费者的人体特征，选择胸围值最接近的号型样

板进行缝制，将样板导入缝制模块，将分离零散的样片进行缝合
操作，形成符合特定号型人体的虚拟成衣。 

2.2.3 修改虚拟成衣  
依据个性化消费者的人体特征，在已成型的虚拟成衣上进行

“立裁”―― 对需要修改的部位捏合或加放，捏合或加放量可
由用户直接输入。用户可先用修改工具在需要修改的部位绘制修
改线，以驼背体为例绘制修改线如图 3 和图 4 所示，图中绿色
细线为服装结构线，黄色粗亮线是修改线，红色圆点是修改节点。
左右对称的体型只要输入其中一半的修改数据就可以。如果是左
右不对称的体型，则要开启不对称功能，然后根据体型特征进行
不对称的修改。  

用户可对各节点输入展开量，正值为加放，负值为捏合，驼
背体各节点的修改数据见表 1，然后将生成的新虚拟成衣的空间
数据保存。两个由修改线相连的节点之间，可以根据输入的修改
数值进行分割、旋转和移动。  

2.2.4 生成个性化服装样板  
对修改后的新虚拟成衣进行反向的运算，即“拆缝”得到新

的整体性样片组合。对比修改前后样板的变化，图 5 中细线条
是原先的标准母板，粗线条是修改后的个性化样板，领子样板不
变。  

3 新途径的特性  
3.1 新途径能很好地适应体型变化的需求  
新途径通过对成型的成衣空间进行修改，修改线的绘制灵活

多样，节点的生成和控制严格，修改数据的输入方便、直观，只
要采用不同位置、形式、数量的修改线和节点数量的控制以及输
入数据的变化就能很好地适应不同体形特征的需求。 

3.2 新途径能很好地适应款式变化的需求  
新途径的修改操作是可以复制和再应用。 
3.3 新途径操作直观，对操作者的要求相对简单  
新途径使空间的形状很直观，所加的修改线和节点也直接与

体型特征相关，需要输入的数据更是可以直接从个性体型特征与
标准体型的数据对比中得到，修改数据、操作都直观、简单。 

3.4 新途径操作简单，能大大提高个性化服装的生产效率  
新途径操作简单，增强了服装 CAD 系统的适应能力，简化

了服装样片由共性到个性的中间环节，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为品牌服装个性化定制的规模化生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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