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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旗袍领口结构设计的思考
孙茜

（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安徽 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颈部特征影响着服装领部的结构造型设计， 而领部的结构设计是服装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体着装的一个重
要视觉中心。 在旗袍的结构设计研究中， 为表现女子的含蓄端庄美， 它要求领部更加贴合人体， 像人体的第二层皮肤， 依附在人
的颈根围处。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领口结构设计的基础上基于对随机选取的 １4３ 名 ２０ -２５ 岁女大学生做了人体数据采集， 利用 ＳＰＳＳ
做了大量数据分析， 作为课题研究的基础， 探讨领口结构设计存在的不足， 提出问题。

关键词： 旗袍； 领口结构； 造型设计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 -１６０２ （２０１６） ２０ -００７０ -０２

  １ 人体颈部的定义及测量方法
１．１ 人体颈部的定义。 如图 １， 颈部是连接头跟躯干部的连

接部位， 是服装衣领所覆盖和修饰的人体部位。 颈部的骨骼是由 ７
块颈椎骨组成， 服装工程上用第 ７ 颈椎棘突作为人体测量颈部的重
要标记点之一， 即后颈点 ＢＮＰ （Ｂａｃｋ Ｎ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 颈部肌肉除了最
外面的颈阔肌以外， 大致都是由沿着颈椎、 前后细的肌群并倾斜的
包围在外侧的斜方肌和胸锁乳突肌而形成

① 。
１．２ 人体颈部形态。 人体的颈部形态因人而已， 但大体可以

看成一个椭圆台体。 不同的人， 颈部形态是有一定差异性的， 有粗
细程度的差异、 长短差异以及前后倾斜角的差异 （图 ２）。

图 １ 人体颈部结构图

图 ２ 人体颈部形态图

１．３ 颈部的测量方法。 颈根围的确定， 是根据人体颈部的三
个标志点来定的。 即 ＢＮＰ （ Ｂａｃｋ Ｎ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 ＳＮＰ （ Ｓｉｄｅ Ｎ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 ＦＮＰ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 后颈部的第七颈椎棘突可以从体
表上看到， 或者低下头便可更直观的颈部表面明显凸起， 是基础领
窝后中心标志后颈点 ＢＮＰ点。 颈侧点 ＳＮＰ在标志过程中先需要确定
斜方肌前端在颈侧向头后部延伸的位置， 斜方肌的前缘和从肩端沿
肩棱线朝颈部逆行的支点， 就是颈侧点 ＳＮＰ 点， 前颈点 ＦＮＰ、 侧颈
点 ＳＮＰ和后颈点 ＢＮＰ的光滑连线与颈部的下界重合， 这条线就是我

们要确定基础领窝线
② 。 颈根宽 （ Ｎｅｃｋ Ｗｉｄｔｈ） 是左右颈侧点

（ＳＮＰ） 之间的距离； 颈根厚 （Ｎｅｃｋ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是后颈椎点 （ＢＮＰ）
到前领窝点 （ＦＮＰ） 之间的前后距离。

２ 颈部的运动特征
２．１ 颈部的运动范围。 由于颈部僧帽肌和胸锁乳突肌的作

用， 颈部可以作内外旋转、 多角度、 多方向运动。 研究表明， 颈部
的运动前屈时达 4９.５°， 后伸时为 ６９.５°， 侧屈时左方达 4３°， 右方
达 4１.９°， 回转运动时左右方达 ７4.２°。 这些运动引起颈部尺寸的变
化和皮肤的伸展收缩， 使颈围线也发生变化③ 。

２．２ 颈部的运动特征对领部结构设计的影响。 颈部可做四周
运动， 前屈运动是颈部的主要运动状态。 颈部的运动范围是比较小
的， 对应的在进行领口结构设计时可以着重考虑它的静态结构， 再
根据颈部的生理需求和运动量加一定的放松量。 旗袍对人体颈部与
领口贴合度要求很高， 所以了解人体颈部的结构特征， 对旗袍领口
结构设计是十分重要的。

３ 国内外领口结构研究现状
对于领口结构设计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

讨。 本文主要是从研究各国原型的领口结构设计出发， 比较各国领
口结构设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并根据 ＳＰＳＳ 研究分析所得数据，
探讨领口结构设计存在的不足， 提出问题。

３．１ 国外领口研究现状。 在进行旗袍领口结构研究之前有必
要对当代各国的原型的领口结构设计进行必要研究。 原型本身的含
义是指在各种实际应用变化之前的基本形态， 可以应用与多个领
域。 现今国内外大多采用的胸度式作图法， 在日本、 中国、 美国等
国家均采用的这种方法， 只需测量穿着者胸围、 背长、 袖长等少数
几个尺寸， 以胸围为计算基准算出其他部位的尺寸。 在种制图方法
简单快捷， 英国的尺寸测量相对比较充分， 测量部位相对较多。

（１） 美式女装原型领口结构设计。 美式女装基本纸样是按年龄
阶段来进行划分的， 主要分为两种： 青年型和少女型。 参阅美国女
装规格及参考尺寸表， 以女青年规格 １２ 为标准， 厘米 ｃｍ 为单位，
胸围 ８８.９ 腰围 ６７.３ 袖笼长 4１.９ 背长 4０.６ 落肩度 ７.６。 后领口宽为
Ｂ／１６ +１.３ｃｍ＝○， 垂直向上取 １.９ｃｍ 确定后颈侧点。 前领口曲线
长确定方式为： 前中线顶点向下取 ２.５ｃｍ， 分别水平和垂直作出长
度为○ -０.５ｃｍ， 为前领口的宽和深， 再作前领口弧线。

（２） 英式女装原型领口结构设计。 与美式女装原型的分类方法不
同， 英式女装基本纸样是按照服装种类来划分的。 这里主要介绍套装基
本纸样的制作。 以厘米 ｃｍ为单位， 胸围 ８８背长 4０袖窿深 ２１颈宽 ７.２５
肩宽 １２.２５背宽 ３4.4胸宽 ３２.4乳凸量 ７。 前后领宽取颈宽尺寸， 后领
深为 １.５ｃｍ， 前领深为颈宽+０.７ｃｍ， 再作领口弧线。

（３） 日本新文化原型领口结构设计。 新文化原型是日本文化女
子大学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研究， 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推出， ２０００ 年 4 月全面
用于教学的新一代女装原型。 胸围 ８4 背长 ３８。 前领口宽 ＝Ｂ／２4 +
３.4ｃｍ＝○， 前领口深 ＝○ +０.５ｃｍ； 后领口宽 ＝○ +０.２ｃ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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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领口深＝●／３， 连接各关键点即得领口弧线。
３．２ 国内领口研究现状
（１） 第三代女装衣身纸样领口结构设计。 胸围 ８4 腰围 ６６ 背长

３８。 第三代女装原型中， 前领口宽为 Ｂ／１２ ＝○， 前领口深为○ +
１ｃｍ； 后领口宽为○ +０.２ｃｍ ＝●， 后领口深为●／３， 连接各关键点
即得领口弧线。 第三代女装衣身基本纸样， 前领宽公式采用 Ｂ／１２，
比第二代 （Ｂ／１２ -０.２ｃｍ） 增加了 ０.２ｃｍ。 这样使一系列尺寸发生
微妙变化， 整个领口尺寸有所增加， 肩斜度加大。 肩省省量从 ２ｃｍ
改为 １.５ｃｍ， 后袖窿与背宽线相切又回到了第一代的状态， 但袖窿
最低点作了适当的前移。

（２） 东华原型领口结构设计。 原型的制图的规格： 号型为 １６０／
８4Ａ， 背长为 ３８ｃｍ。 东华原型中， 取 ０.０５Ｂ +２.５ｃｍ ＝◎为后领口
宽， 自背长线上端向上量取◎／３ 为后领口深。 取◎ +０.５ｃｍ 画前领
口深， 取◎ -０.２ｃｍ为前领口宽， 连接各关键点即得领口弧线。

（３） 国内学者最近研究的衣身原型领口结构设计。 该原型制作
的对象是 ９０ 后少女的体型， 采集数据后进行 ＳＰＳＳ 的分析研究， 由此
建立 ９０后少女服装原型。 并按国标方式将体型划分为四类。 该原型采
用少女中间标准体 （１６２／８２）， 原型制图需要用到的规格与尺寸有： 胸
围、 背长、 背肩宽、 前腰节长。 胸围 （Ｂ） ＝Ｂ* +１２ｃｍ ＝９4ｃｍ 背长＝
０.０５Ｂ*+０.２Ｇ+１.８ ＝３８.３ｃｍ 背宽／２ ＝０.１３Ｂ* +６.８ ＝１７.５ｃｍ。 后领口
宽＝０.０５Ｂ* +２.５ｃｍ ＝７.２ｃｍ， 后领窝深＝２.３５ｃｍ， 前领口宽 ＝７.７ｃｍ，
前领口深＝６.９ｃｍ， 连接各关键点即得领口弧线。

３．３ 原型领口结构设计比较。 美国、 日本以及国内研究的原型
在领口结构设计上有其共同之处， 即用胸围做领口结构设计的依据， 根
据胸围的尺寸来设计领口宽和领口深。 英式原型则用颈围作为计算依
据， 对比可知美式女装原型的 4个尺寸值相对比较小， 新文化式女装原
型的取值为相比比较偏大。 各原型取值之间都有一定差异性， 互不相
同， 这与地域人体体型相关， 也与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同有关。

4 领口结构研究存在的问题
美国、 日本、 国内研究的原型在领口结构设计上都是根据胸围

的尺寸来设计领口宽和领口深， 而在服装工业中， 用胸围这个指标
来设计领部的结构是无法描述对相同胸围的人而颈部形态差异的。
颈宽主要影响因素为颈根形状。 颈根横截面可分为偏圆形和偏橄榄
形两种形式， 较瘦人群颈根稍偏扁， 较肥胖人群颈根稍偏圆。 较扁
颈根颈宽较宽， 较圆颈根颈宽较窄， 后颈宽较前颈宽稍宽， 如图 ３。

图 ３ 人体颈根形状图

图 4 人体胸围与颈根围散点图

为此， 我们先分析胸围与颈部各尺寸的关系。 根据所测量到的
胸围与颈根围的数据我们利用 ＳＰＳＳ 进行相关关系得到的散点图如
图 4。 如图可知， 胸围为 ８６ｃｍ 的女子其颈根围的取值范围在
３５.３ｃｍ-4２ｃｍ 之间不等， 相差区间为 ７.５ｃｍ。 可见用胸围这一单一
指标来设计领部结构是有其一定的不足之处。 那么是否可以用直接
用颈根围做领口宽跟领口深的确定依据。 英国女装原型的领口设计
就是用人体的颈围设计领部结构， 但是同样颈围的人， 其颈根围的
具体形态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用颈围做服装的领口宽及领口深的确
定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

对数据测量胸围与颈根围、 胸围与颈根宽、 颈根围与颈根宽之
间的相关关系作进一步定量分析。 得出结果如表 １：

表 １ 胸围、 颈根围、 颈根宽三者相关性

由表 １ 得， 胸围与颈根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１２２， 胸围与颈根宽
的相关系数为 ０.０4６、 颈根围与颈根宽的相关系数为 ０.１０３。 可见他
们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是较弱的， 所以基于人体胸围或颈围的尺寸
这两种方法去确定颈宽是很难做到上衣领口与人体颈根部的形态相
吻合的。

５ 结语
旗袍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及良好的品牌发展趋势必将迎来广阔的

服装市场。 符合人体工学的旗袍领口结构设计十分必要， 国内外的
研究在领口结构设计上多是采用胸围或颈围的数据做推算领口宽与
领口深的依据， 而人体体型差别各异，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基于人体
胸围或颈围的尺寸这两种方法去确定颈宽是有其不妥之处的， 用人
体胸围或颈围的尺寸去确定颈宽是很难做到上衣领口与人体颈根部
的形态相吻合的， 故关于旗袍领口结构设计的还需进一步思考与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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