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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设计出更好的羽绒服样板，本文从羽绒服样板设计入手，通过制作羽绒服试样并测量不同缝制工艺情

况下的试样尺寸变化，分析直线绗缝工艺、曲线绗缝工艺、抽缝工艺和无缝压胶工艺等各个缝制工艺对羽绒服样

板设计的影响。结果显示：纵向绗缝工艺、横向绗缝工艺、曲线绗缝工艺对成品规格尺寸的影响不同；平行于绗

线的尺寸缩率小，垂直于绗线方向的尺寸缩率大，绗线间的距离越小，缩率越大，反之缩率越小；样板设计时必

须考虑绗缝工艺产生的缩率；无缝压胶工艺对样板设计的影响同绗缝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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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绒服以保暖、质地轻、柔软和舒适等优点成为冬季主要服装之一[1]，面料、里料和填充料是羽绒服

的基本组成材料，有着特殊的制作工艺，从面料、胆料辅料到板型设计和工艺制作，都有别于其它的服装

类型，特别是羽绒服的样板、制作工艺的优劣直接影响了成衣穿着后的舒适程度、造型的臃肿程度[2]。王

旖等人就羽绒服装的选料和缝制进行了探讨，由于填充料的使用，羽绒服装的缝制工艺较为特别，认为由

于绗面线的回缩，有绗线时在长度、围度上每档加 0.5cm，无绗线时预放自然回缩 2cm，但这些加放量都

是经验值[3]。刘春娜分析了羽绒服装的钻绒的影响因素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成衣钻绒性能

测试方法[4]。许笑萍等人对门襟结构设计与羽绒服时尚性关系展开了研究，促进了羽绒服产品版型结构的

开发[5]。本文从羽绒服样板设计入手，探讨了缝制工艺对羽绒服样板设计的影响，主要分析直线绗缝工艺、

曲线绗缝工艺、抽缝工艺和无缝压胶工艺对羽绒服样板设计的影响，为羽绒服样板设计提供参考。 

1  羽绒服样板设计 

服装样板设计从一定角度来讲是服装围度即服装松量值的设计[6]，其正确的放松量变化影响服装穿着

的舒适程度及款式造型效果。松量与服装的功能、造型和时尚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羽绒服的版型设计来

讲，加工厚度大、使用的材料多，把这些材料有机的组合在一起， 重要的就是考虑各种材料和工艺带来

的厚度，有效降低羽绒服样板的规格尺寸误差，是进行样板设计的重要因素，影响羽绒服的松量值的设定

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要考虑加入人体基本活动需要的松量；其次要

根据羽绒服里面所穿衣服厚度所加入松量； 后要根据廓形（如果是合体的在

满足前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再加入羽绒的蓬松度和绗缝工艺所带来的尺寸影

响。对于宽松的羽绒服除了满足前两个条件再加入羽绒的蓬松度和绗缝工艺所

带来的尺寸影响外，还要再加上造型效果所需要的松量。 

羽绒服样板的设计既要顾及人体舒适度，又要考虑美观与合体度， 重要

要考虑绗缝工艺和羽绒的含量、蓬松量带来的影响和款式变化的影响。以常见

的羽绒服款式为例，见图 1，此款羽绒服属于薄款充绒量为 60 克左右，衣长

58cm，考虑到绗线和充绒量对长度的影响，样板尺寸加长 5 厘米；胸围在净

胸围的基础上加上活动量和内衬衣服的厚度的成品尺寸是 96cm，在此基础上

考虑到绗线和充绒量对长度的影响，样板尺寸加长 1.2 cm，肩宽在成品尺寸的 图 1  常见羽绒服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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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加放 0.3 cm，袖长的成品尺寸 56 加放 4 cm，样板图见图 2，规格尺寸如表 1 所示。 

 

  
（a）后片 （b）前片 （c）袖子 （d）帽子 

图 2  羽绒服样板 

 

表 1  160/84 样板尺寸设计 

部位名称 衣长/cm 胸围/cm 肩宽/cm 袖长/cm 袖口围/cm 

净体尺寸 38.0 84.0 38.0 52.0 14.0 

成品尺寸 58.0 96.0 39.0 56.0 28.0 

样板尺寸 63.0 97.2 39.3 60 29.2 

 

2  绗缝工艺对羽绒服样板的影响 

绗缝是在两层织物中间加入适当的填充物之后再缉明线，用以固定填充物和装饰衣物，使之产生浮雕

效果的工艺手法，具有一定保温性和装饰性的缝制方法[6]。绗缝工艺在服装设计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不仅呈现浓厚的现代设计气息，也形成独有的且无法被取代的肌理艺术效果，起到固定与装饰的双重作用。

绗缝工艺从线迹的走向上分为直线绗缝、斜线绗缝、和曲线绗缝三种绗线方式。 

2.1  直线绗缝工艺对羽绒服样板设计的影响 
绗缝工艺在羽绒服上的构成有强烈的强调作用，不同的直线会有不同的视觉效果。绗缝的线条数量、

间距大小、排列方式都会影响羽绒服的造型设计、样板设计和整体美感[7]；直线绗缝工艺根据排列方式一

般有纵向绗缝、横向绗缝工艺和斜向绗缝三种形式。 

2.1.1  纵向绗缝工艺 

纵向绗缝工艺在羽绒服上的分布形式，在视觉效果上给人拉长的视错感，这样的绗线排列形式让人看

着比较单一、呆板，因为羽绒服在结构上本来就是呈纵向分布的，所以一般羽绒服的内胆上衣和裤子用这

种绗线的比较多，这种类型的羽绒服装要么在室内穿着，要么在

外套内穿着，要求服用性能好，呈现出的装饰效果较弱，对样板

的长度影响不明显，对样板的围度影响较大。 

（1）实验步骤 

(a)取三块料聚氨纤维面料，每块面料 30*30cm；(b)取三块料聚

酯纤维胆料，每块胆料 30*30cm；(c)面料与胆料反面相合、平缝一

周，留 2 cm 充绒口；(d)充 10 克 90%羽绒、封口后拍匀，沿纵向

每间隔 7cm 用画粉画出线迹，沿画粉线迹绗缝，针迹密度 12 针

 

（a）充绒前      （b）充绒绗缝 

图 3  纵向绗缝 



武 汉 纺 织 大 学 学 报    2019 年 

 

50 

/3cm，如图 3。 

（2）数据分析 

测量充羽后的三件试样尺寸，取其平均值，实验数据见表 2 所示，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纵向绗缝

的横向变化尺寸缩率大，纵向绗缝尺寸缝缩率较小，具体运用到羽绒服的样板设计上，对羽绒服的长度和

围度都有影响，所以在羽绒服样板的设计过程中要着重考虑由直线绗缝工艺产生缩率的处理。 

表 2  纵向绗缝缩率 

类别名称 样板尺寸/cm 成品平均尺寸/cm 平均缩率/% 

横向尺寸 30.0 29.3 2.3 

纵向尺寸 30.0 29.8 0.6 

 

2.1.2  横向绗缝工艺 
横向绗缝工艺是羽绒服绗线设计中应用 广泛的一种绗线设计，横向绗线设计给人平稳、协调的视觉

效果。正符合当下简约时尚的潮流，横向绗线的数量、间距按款式需要可多可少、可大可小，可局部使用

也可以整体使用。用于男装时，由于男装结构的本身呈面状设计，纵向分割除了侧缝以外，别的几乎没有，

所以绗线间距可以小一些；用于女装时绗线间距就要依据具体的款式而定，因为女装结构本身强调曲线美，

会做一些纵向分割，像弧形刀背缝、过肩缝、腰节的通断缝等，在这种情况下间距就要大一些，使整体造

型的美感提升，如果太小，就会显得小块面积过度密集，呆板，羽绒服的蓬松度也会降低，更无美感可谈。

所以横向绗缝用于女装时一定要以人体为依据，和款式相协调、呼应，使羽绒服装的整体设计既统一，又

赋予细节变化，通过样板设计、缝制工艺熨烫工艺等手段达到理想的造型效果。横向绗缝工艺对样板的围

度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明显，对长度影响较大。 

（1）实验步骤 

(a)取三块料聚氨纤维面料，每块面料 30*30cm； 

(b)取三块料聚酯纤维胆料，每块胆料 30*30cm； 

(c)面料与胆料反面相合、平缝一周，留 2 cm 充绒口； 

(d)充 10 克 90%羽绒、封口后拍匀，沿横向每间隔 7cm 用画

粉画出线迹，沿画粉线迹绗缝，针迹密度 12 针/3cm，如图 4。 

（2）数据分析 

测量充绒后的三件试样尺寸，取其平均值，实验数据见表 3 所示，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横向绗缝

的纵向变化尺寸缩率大，横向绗缝尺寸缝缩率较小，具体运用到羽绒服的样板设计上，对羽绒服的长度和

围度的都有影响，所以在羽绒服样板的设计过程中要合理由设计横线绗缝工艺产生缩率的处理。 

表 3  横向绗缝缩率 

类别名称 样板尺寸/cm 成品平均尺寸/cm 缩率/% 

横向尺寸 30.0 29.8 0.7 

纵向尺寸 30.0 29.3 2.3 

 

2.1.3  斜向绗缝工艺 

斜向绗缝工艺比纵向绗缝工艺增加了活泼性和趣味性，比横向绗缝工艺增加了流畅性，并给人增长衣

身的视觉效果，是一种时尚感和设计感都比较强的绗缝工艺。由于斜线绗缝在面料上呈 45 度，并且由于

面料的斜丝方向本来弹力就大，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斜向绗缝相对于

其它的绗缝工艺来讲缩率较大，对羽绒服样板的版型影响也大，规

格尺寸比较不容易把握，所以市场上的羽绒服采用斜向绗缝工艺的

不常见。 

（1）实验步骤 

(a)取三块聚氨纤维面料 30*30 cm； 

(b)取三块胆料聚酯纤维胆料 30*30 cm； 

 

 （a）充绒前      （b）充绒绗缝后 

图 4  横向绗缝 

 
（a）充绒前      （b）充绒绗缝后 

图 5  斜线绗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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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反面与反面缝合一周留 2 cm 充绒口； 

(d)充绒 10 克 90%羽绒封口后拍匀，沿斜向每间隔 7cm 用画粉画出线迹，沿斜向 45 度画粉线迹绗缝，

针迹密度 12/3 cm，如图 5 所示。 

（2）数据分析 

测量充羽后的三件试样尺寸，取其平均值，实验数据见表 4 所示。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斜向绗缝

的纵向尺寸和横向尺寸等比例的变化缩率一致，具体运用到羽绒服的样板设计上，对羽绒服的长度和围度

的都有比较大影响，所以在羽绒服样板的设计过程中要合理加放由斜线绗缝工艺产生的缩率。 

 
表 4  斜向绗缝缩率 

类别名称 样板尺寸/cm 成品平均尺寸/cm 平均缩率% 

横向尺寸 30.0 29.6 1.3 

纵向尺寸 30.0 29.6 1.3 

 

2.2  曲线绗缝工艺对羽绒服样板设计的影响 
曲线绗缝具有流线美，给人的感觉温婉流畅，曲线的变化是相对于直线而言，具有柔软、优雅、曼妙

的韵味。曲线包括弧线、抛物线以及各种形式的自由线形[7]，曲线的变化较为柔和，轻缓，它既没有垂直

线与水平线那样棱角分明，也没有斜线的活力四射，与其他线形相比，运用曲线绗缝设计服装看起来更加

温婉、明媚、微妙、精致。但是与目前流行的主题不是太符合，现在流行的是简约风格，女装本身的结构

就具有曲线美，再穿上有曲线绗缝工艺的羽绒服，整体造型给人的感觉有点繁琐。但是有特殊需要时，我

们也不能不考虑它。人的体型从侧面看是呈立体 S 形状的曲线，蓬松的羽绒服想要展现出人体完美的曲线，

就要通过合理的衣片分割体现出来，同样通过曲线绗线工艺也能够把人体体型的曲线美充分体现出来。 

曲线绗缝工艺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为塑造人体形态美而产生的曲线绗线，二是为满足人体活动

的舒适度而进行的曲线绗线，三是为丰富服装外部造型而进行曲线型绗线[7]。人体形状是呈立体曲线状的

形态，羽绒服装要展现人体完美的曲线就要进行合理的衣片分割，而衣片在分割过程中为适应人体胸凸、

腰凹等特点就会产生曲线分割，曲线绗缝工艺能够完美的顺应人体曲线装的形态，将人体的曲线美淋漓尽

致的勾勒出来。 

（1）实验步骤 

(a)取三块聚氨纤维面料每块面料 30*30 cm； 

(b)取三块胆料聚酯纤维每胆料 30*30 cm； 

(c)反面相合缝合一周留 2 cm 充绒口； 

(d)充绒 10 克 90%羽绒封口后拍匀，按设计好的用画粉画

出线迹，沿画粉线迹绗缝，针迹密度 12/3 cm，如图 6 所示。 

（2）数据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曲向绗缝工艺的缩率导致试样成品尺寸样板长度变化和宽度变化一致，应用

到羽绒服上，曲向绗缝工艺对羽绒服长度和围度都有一定的影响，在羽绒服样板的设计过程中要同时考虑

长度和围度缩率的加放，见表 5。 
表 5  曲线绗缝缩率 

类别名称 样板尺寸/cm 成品平均尺寸/cm 平均缩率/% 

横向尺寸 30.0 29.8 0.7 

纵向尺寸 30.0 29.8 0.7 

 

2.3  抽缝工艺对羽绒服样板的影响 
早期的绳带主要是起固定作用，原始社会时期，还没有针和线，人类穿的兽皮之类的只能用绳子简

单的来固定，以达到服用目的。现在绳带用于服装主要有两种作用，一种起装饰作用，用来装饰点缀，或

者用来强调标识；一种起固定作用连接衣片，满足基本的服用目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发

 

  （a）充绒前       （b）充绒绗缝后 

图 6  曲线绗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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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们的着装呈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绳带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不同风格的服装中，成为服装款式的重要

设计元素。 

绳带的材质有松紧棉绳、麻绳、皮绳、丝带、提花织带、提花绳、提花嵌条、民族花带、各类松紧绳

带、嵌条织带、装饰彩条带、针织包边带、尼龙绳、色纱绳、花边带、扣袋、水浪带等品种[8]，有机织、

编结、针织三大类工艺技术。在羽绒服设计中绳带起到紧固、闭合的作用，达到装饰与实用的目的。根据

服用的目的来看，装饰效果的抽绳对羽绒服样板设计影响不大，很多服装合体设计也可以通过绳带系在上

面进行装饰，它的目的仅仅只是装饰；如果是用于收紧腰身的，就要

求衣服是宽松的，通过系绳带来达到合体的目的，那么这种方式就会

对样板设计产生一定的影响，样板规格变化的多少取决于绳带的长度。 

（1）实验步骤 

(a)取三块聚氨纤维面料 30*30 cm； 

(b)取三块聚酯纤维胆料 30*30 cm； 

(c)取三根松紧长分别为 25 cm； 

(d)反面相合缝合一周留 2 cm 充绒口； 

(e)充绒 10 克 90%羽绒封口后拍匀，按设计好的用画粉画出装松紧的位置沿画粉线迹缝制，针迹密度

12/3cm，如图 7 所示。 

（2）数据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抽缝工艺的缩率导致试样成品尺寸样板长度变化微乎其微，宽度变化较大，

取决于松紧的长度弹力的大小和松紧，应用到羽绒服上，抽缝工艺主要对和松紧方向一致的方向尺寸影响

较大，在羽绒服样板的设计过程中要考虑松紧的长度和和弹力带来缩率的变化，见表 6。 

表 6  抽缝工艺缩率 

类别名称 样板尺寸/cm 成品平均尺寸/cm 平均缩率/% 

横向尺寸 30 .0 23.0 23 

纵向尺寸 30.0 29.9 0.3 

 

2.4  无缝压胶工艺 
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无缝压胶贴合羽绒服的制作方法，这种方法取消了传统的机缝工艺加工的方法。无

缝压胶贴合工艺包括打版、裁剪、激光切割、热贴、充绒和辅料车缝等工艺，将面料分为若干方格时改用

先进的无缝热贴工艺。将面料分为设计好的方格，采用在电脑中利用绘图软件设置好所要激光切割的花样，

将花样传至激光切割机中进行 PU 胶膜和面料的切割、热贴，衣服上没有线迹和针脚出现[8]。由于面料的结

构没有受到破坏，使羽绒服效减少了绒丝从缝线处钻出的问题，有效防止风从针眼处钻入体内，提高防水

性和防寒性。 

   
（a）背面 （b）正面 （c）压胶贴合工艺 

图 8  无缝压胶贴合工艺羽绒服 

 

无缝压胶工艺羽绒服的制作方法和采用绗缝工艺的制作方法基本相同，都是预先设计款式，裁剪，充

绒缝制，区别之处在于，绗缝工艺是直接充绒后按画好的线迹进行绗缝，亦或者是绗缝后充绒在羽绒服外

部处理，能看到线迹，而无缝压胶工艺用压胶工艺代替绗缝工艺在羽绒服内部通过加热塑胶把羽绒服的胆

 

（a）充绒     （b）抽松紧 

图 7  抽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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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面料连接在一起，没有明线，但结果相似，从外观上看羽绒服表面都有凹痕，使服装形成一个立体的

空间，都对羽绒服起装饰效果，从实用性能上看都能有效防止羽绒的滑动避免羽绒堆积到一起，例如图 8

所示[9]。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无缝压胶工艺对样板的影响和绗缝工艺对样板的影响规律是一样的，所以解决

影响制版的方法是相同的。 

3  结束语 

每种绗缝工艺的效果导致的成品规格的变化都是不同的。在含量为 90%绒，充绒量均为 10 克的前提

下，绗缝后成品的尺寸就会相应的减少，但不同的绗缝工艺对成品尺寸的影响是不同的，可见羽绒服绗线

的方向、绗线的多少都会影响羽绒制品成品规格的制定，也就是说羽绒服样板的设计相应会受到绗缝工艺

影响而进行适当的调节。按照成衣设计的充绒要求和绗缝工艺要求充量取制成品后的尺寸，减少的量就是

我们在进行样板松度值，设计时，除了加放人体必要的活动量，内衬服装的厚度，还要增加其他类型的衣

服所没有的充绒量和绗缝工艺引起的变化量，这样才能满足羽绒服必须的松度值，才能制作出版型精致的

羽绒服。样板设计时必须考虑绗缝工艺产生的缩率。无缝压胶工艺对样板设计的影响与绗缝工艺对对样板

设计的影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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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ewing Process on Jacket Mode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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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design a better jacket model,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jacket model design, analyzes the width change of the sample 
under different sewing processes by making the jacket design sample, and analyzes the quilting process, the curve quilting process, the 
sewing process and the seamless gluing process influence on the design of the jacket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ongitudinal quilting 
process, the lateral quilting process, and the curve quilting proces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ize of the end product; the size reduction 
paralleled to the line is small, the size shrinkage perpendicular to the line direction is large; and the smalle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urns, 
the larger the shrinkage rate, and the smaller the shrinkage rate. The shrinkage rate generated by the quilting process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design of the template; the effect of the seamless gluing process on the design of the model is the same as the quilting process. 
Key words：jacket model; straight quilting process; curve quilting process; sewing process; seamless gluing pro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