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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参数化智能打版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罗 晶，黄灿艺，龚 敏，石淑文，姚岁岁，邵 婷

(泉州师范学院工商信息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以东方女装的典型代表旗袍为例，采用参数化纸样设计方法，实现根据个体体型变化自动生成特定款式的

女装纸样，通过参数的设定建立人体结构与旗袍纸样结构之间的数学关系，建立旗袍纸样的参数化数学模型，以Visual

Basic·语言为平台，编程开发女装参数化智能打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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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纵观目前服装行业的现状，首先，随着时代的进步

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小

批量、多品种和个性化是当下服装发展趋势，要求服装

企业要建立适当的快速反应机制I 其次，企业服装打

版设计过程中大概存在70％重复性I：作，不管是手工打

版还是CAD打版，相近款式的设计打版时有相当一部

分工作是重复进行的。2，因此，为了有效地解决目前服

装企业打版所面临的问题，智能化打版系统的概念也由

此应运而生智能化打版系统可以通过CAD打版专家

系统界面，输入打版所需的款式要求、人体尺寸、号型大

小和各部位数据关系等数据，专家系统便会自动在计‘

算机巾画出所需的合格纸样，从而大大降低了打版难

度，加快了打版速度，提高了打版效率，同时保证了打

版的准确性，解决了目前服装打版存在的大量待解决问

题：而当今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发展．号家系统概念的提

出与研究，都为服装CAD打版的智能化模块开发注入

了新的活力一结合智能化的专家系统．顺应服装CAD

打版系统的智能化趋势，正是未来CAD技术的发展方

向之一_4 i

1女装旗袍纸样确定

旗袍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国粹，起源于满族女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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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装，现代旗袍在原有旗袍基础上加入现代设计元

素，巾西合璧，款式变化日新月异。旗袍具有结构简单、

曲线流畅和婉约优雅的特点，展现着中国女性独有的

韵味，是东方女装的典型代表s：现研究选取较为经典

的无袖长旗袍作为研究对象，其特点为收腰合体型，前

后片各有两个腰省，领型为高立领，大圆襟。4粒扣式下

摆呈平摆，规格为160／84A：冈l为款式图，图2为结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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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旗袍纸样参数化约束模型的建立

图2旗袍结构图(单位：cm)

以旗袍的纸样参数化为例，对于其他女装款式，操

作的流程可以参考以下步骤。

2．1参数确定

表1为旗袍结构参数确定表。

表l旗袍结构参数确定表(单位：cm)

序号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数值

型，号

衣长(L1

胸围(B)

腰围(W

臀围(H)

肩宽(s1

领围(N1

背长(BL)

腰臀长

前省量

前省个数

前省尖长

后省量

后省个数

后省尖长

领宽

门襟下落量

门襟弧线

胸围放松量

开衩高

袖深线

胸宽

前后领弧长

规格参数

规格参数

规格参数

规格参数

规格参数

规格参数

规格参数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造型参数

造型参数

技术参数

造型参数

造型参数

技术参数

造型参数

造型参数

造型参数

造型参数

造型参数

复合参数

复合参数

几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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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旗袍纸样约束求解

参数化纸样中每一个点都穿在与其相连接的上一

点，下一点及下二点的序号，衣身与衣领分别选用不同

的求解方法。

2．2．1衣身求解

对衣身结构建立坐标系，根据数据关系和数据库，

按照主要规格参数(衣长L、胸围B、腰围w、臀围H、领

围N、背长BL、肩宽s等)给出了各个结构点的约束坐

标。图3为前后衣片各约束点坐标代号；表2旗袍纸样

后片各结构点约束求解表；表3旗袍纸样前片各结构点

约束求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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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旗袍前后衣片各约束点坐标代号

表2旗袍纸样后片各结构点约束求解表(单位：cm)

点分类 序号X坐标 Y坐标 卜一点 下一点 下二点 规则

0 0 0 0 A1 A2 O

Al 1 0 2．5 O A2 A3 I，1

A2 2 0 B／5+4．5 A1 A3 A4 1．1

A3 3 0 BI。+l A2 A4 A5 I，【

A4 4 0 BL+19 A3 A5 A6 1，1

A5 5 0 I．+1 A4 A6 A7 1．1

PI 6 20 L+1 A5 A6 A7 l，】

A6 7 20 L—l A5 A7 A8 2．1

A7 8 H／4+0．5 BL+19 A6 A8 A9 1．2

A8 9 W／4+0．5 BL+l A7 A9 A10 2，1

A9 10 B／4 B／5+4．5 A8 A10 A1I 1．2

P2 11 B／5一1．5 B／5+4．5 A2 A9 A10 1，1

A10 12 B／5一1．5+3sin45 B／5+4．5一sin45 A9 A1 1 A12 2，2

A1 1 13 B／5—1．5 B／10+4，5 AIO A12 A13 2，2

A12 14 s，2 4．5 A11 A13 A1 2．1

A13 15 N／5 0 A12 P3 A1 1．2

P3 16 N／5 2．5 A13 Al l，1

P4 17 B／8 B／5+4．5 A2 A14 A15 1，1

A14 18 B／8 B／5+6．5 P4 A15 A16 1，1

A15 19 B／8．．1．25 BL+I A14 A16 A17 1．1

A16 20 B／8 BL+14．5 A15 A17 A14 1，1

A17 21 B／8+1．25 BL+1 A16 A1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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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旗袍纸样前片各结构点约束求解表(单位：cm)

点分类 序号 x坐标 Y坐际 k--点 F--点 y-点 规则

Bl

B2

P6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l

B12

P9

B13

B14

B15

H／4+O．5 BL+19

H，2—20

H／2—20

H／2

H，2

H／2

H／2

H，2

H12一N／5

ff／2-S／2

H／2一B／5+2 2B／l 5+5

H12一B／4

H／2一磺7／4一O．5

H／2一B／10-0 7

H，2一B／1 0-0．7

H／2一B／10一1．7

B，5+4．5

BL+l

B／5+4．5

B／5+8．5

BL+l

BL+13

B16 18 H／2+B／IO+O．3 BL+I B15 B13 1．1

注：其中轮廓线上的点用A(后片)、B(前片)表示，辅助线上的点用P表示，与上一点及下一点的连接方法分别用数字

0，1，2表示，分别表示点，直线及曲线

2．2．2衣领及门襟弧线求解

图4为衣领及门襟约束点坐标代号；表4旗袍纸样

衣领各结构点约束求解表；表5旗袍纸样门襟各结构点

约束求解表。

B8

习4旗袍衣领及门襟约束点坐标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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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b为测量工具经过测量所得的变量参数，a为前领窝弧线长，b为后领窝弧线长，c为造型参数，c的赋值不

同，所得领型也会发生变化，

表5旗袍纸样门襟各结构点约束求解表(单位：tin)

注：d为造型参数，一般d=1．5时，对应的是大圆襟；d=2．0时，对应的是中圆襟；d=3．0时，对应的是小圆襟或方圆襟：

3 女装纸样智能生产系统的实现

3．1系统框架结构

女装纸样系统主要由款式组合、尺寸没置、样板生

成及样板修正4部分组成：研究在女装纸样自动生成研

究的实践中，采用VB编程软件进行程序设计：首先．以

女装后片为例，进行算法的约束描述。先进入上装母型

后片的自动生成模块界面，通过输入变量值身高、胸围、

肩宽和领同等控制数值，按下母型后片按钮，系统内部

通过Line和Poly--Bezier函数处理来自动完成母型后

片的绘制，如果不是客户所需，则循环上面的步骤；如果

是，则保存生成样板：系统框架如图5 7

————J一{__『能纸”‘{?战l二[

图5智能打版系统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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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系统界面

通过VB平台编程实现的女装智能打版系统相关

界面介绍如下图6。8：

E
疆l明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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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建7撵

赐
图6 系统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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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萄
驾7款式选取与数据输入界面

4结浯

习8款式纸样智能生成界面

关于参数化设计的思想，目前研究的成果很多，大

多集中在机械设计领域。本研究以东方女装最具代表的

款式旗袍作为研究案例，提出了女装纸样参数化智能生

成的思想：研究分析将旗袍纸样结构主要参数进行提

取，约束关系进行分析并描述，并建立了旗袍纸样结构

参数化模型，并进一步通过VB平台编程实现了女装智

能打版系统的基本模块，为今后开发具有完善功能的女

装参数化智能打版系统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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