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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子后裆倾角的舒适性优化设计

李 坤，钱 娟，卿文秀，于 鹏，董小雪
( 新疆大学 纺织与服装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 通过选取相同款式，不同材质面料对同款女裤后上裆进行结构设计，探讨面料弹性及后上档倾角对裤

装上裆结构舒适性的影响。通过大量的制作实践及人体穿着实验，获得相关的结构数据并进行主观舒适性评价。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相结合，对比分析出上裆倾角舒适度变化规律，从而获得最优后上裆倾角的舒适性设计。结

果表明: 随着裤子后裆倾角的变化，裤子裆部的舒适性与美观度没有统一规律的变化趋势，弹性面料满足合体裤型

的后裆倾角建议选择 10° ～ 15°之间，无弹性面料建议选择 12. 5° ～ 15． 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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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fort design of back crotch angle of tro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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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tension of fabric and the angle of back crotch on
trousers comfort，trousers with same pattern but different fabrics were selected to do the crotch design．
The measurement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 data were collected by weartrials． The relations of the
comfort and the back crotch angle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o optimize the design． It found that，with
the variation of the back crotch angle，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eling comfort
and the visual comfort on the crotch of trouser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crotch angle of the fit trousers
was from 10° to 15° for elastic fabric and was from 12． 5° to 15° for nonelastic 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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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以人为本，其款式和结构设计必须满足人

体的基本结构、体型特征及穿着舒适性的要求。裤

装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须品，也是日常生活中最为普

遍的服装品类，其穿着美观、合体和舒适程度受到消

费者广泛关注。提高裤装的合体性和舒适性，尤其

是动态舒适性问题，一直是广大学者关注的问题。
影响裤装舒适性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从裤装基本

纸样结构中的上裆部分进行分析研究。

1 裤装上裆结构舒适性因素分析

裤装纸样结构设计需遵从人体基本结构。当人

体处于静止状态时，臀部从侧面看近似为倾斜的椭

圆形，与人体重心线有一定的夹角。腰节水平线至

裆底水平线之间的区域为裤装上裆结构设计区。其

中，长度方向上，腰节至裆底的直线距离为上裆长的

基本设计依据; 臀沟与其垂直方向的夹角称为臀沟

角，与裤装后片上裆舒适性结构设计密切相关; 围度

方向上，臀腹距是裆宽设计的基本依据。人体腰臀

部剖面图见图 1［1 － 2］。
同时，裤装纸样结构也需要考虑人体动态因素。

当人体处于运动状态时，皮肤伸展方向从后腰开始，

经过臀沟、内股沟等部位，形成裤装舒适性结构设计

的功能区( 斜线部分) ，在此区域内无论什么位置，

只要增加面积和距离，就会增加运动功能，提高裤装

裆部的舒适性［3 － 4］。因此，从裤装的纸样结构出发，

结合人体基本结构及运动时皮肤滑移方向来看，影

响裤装上裆结构舒适性的结构因素主要有直裆长

短、横裆宽、后裆斜线及后裆倾角等。

—26—



第 46 卷 第 12 期
2018 年 12 月

毛纺科技
Wool Textile Journal

图 1 人体腰臀部剖面图

裤子运动功能原理见图 2［2］，其中，虚线为皮肤

伸展方向及裤子的牵引方向，斜线部分为运动量调

节有效范围。

图 2 裤子运动功能原理

1. 1 上裆长
在裤装纸样结构中，上裆的设计以人体股上长

为依据，加上裆底松量构成上裆总长。裆底松量以

横裆线为基准，往下约 3 cm 左右的区域为上裆结构

设计的自由区，是保证臀底皮肤剧烈偏移调整的空

间，同时也会影响裆部造型。上裆总长过短，使裤子

自下裆到臀部出现紧绷状态的皱褶，而且在穿着时

后裤身向上提拉，会使人体感到牵紧的不舒适感; 上

裆总长过长，裤身下沉，裤裆下有松散皱纹，延伸到

裤腿后上部，可能会造成跨步困难［5 － 7］。因此，舒适

裤型上裆长短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人体股上长与裆

底松量的合理配置。
1. 2 横裆宽

在裤装纸样结构中，总裆宽实际上是人体的腹

臀宽加上一定的放松量，在人体结构比例中，腹臀宽

占大 约 16% 的 臀 围，前 裆 宽 与 后 裆 宽 的 比 例 为

1∶ 2 ～ 1∶ 3之间。裆宽过大，会使裤子吊裆而显得不

美观; 裆宽过小，裆部过紧，限制人体运动，感觉不舒

适。因此，总裆宽的设计，以及前后裆宽比例的调

整，影响裤装裆部穿着舒适性及美观性［8 － 9］。
1. 3 后裆斜线

裤装纸样中，后裆斜线的设计是为了吻合人体

臀大肌的凸出与后腰部位形成一定坡度的生理特

征。同时，由于女性腹凸小于臀凸，当人体处于静止

状态，必然要求后裆斜线与后裆弯弧线总长大于前

中线与前裆弯弧线之和，才能使前后腰线处于同一

水平面。从图 2 可以看出，当人体运动时，后裆部位

皮肤伸展量最大。因此，后裆斜线及裆弯处需要有

一定的余量空间以适应人体动态变化的需求。为了

增加后裆斜线与后裆弯弧线的总长，在裤装后片纸

样结构中设计后翘和落裆量，以满足人体不同动作

所需的松量。合理的后翘设计能够使人体下蹲时，

裤片不过分牵紧，避免将后腰头部位向下拉拽过多

产生不舒适感和不美观。起翘量过大，会使人体站

立时后腰部位面料涌起，腰口下方呈水平褶皱现象，

产生不舒适感［10］。落裆量的设计既可以增加后裆

弧线长度，也可以增加裤后片的上裆长。落裆量过

大，也会产生后片吊裆现象。因此，结合人体腰臀部

多往前运动的基本状态和特性，后裆斜线的合理设

计，是影响裤装结构舒适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1. 4 后裆倾角

后裆倾角是为了适应人体臀沟角而设计的。随

着体型、款式的变化而变化。后裆倾角的变化，会影

响裤子的宽松度和舒适度。后裆倾角变化与后裆斜

线的关系见图 3。

图 3 后裆倾角变化与后裆斜线的关系

当后翘值一定时，后裆倾角 β 由小变大时，后裆

斜线 A1C ＜ AC ＜ A2C，与其变化趋势一致，有利于裆部

舒适性的提高; 当后裆倾角增大时，斜线 AC 增大到

A2C 的同时，后裆宽 EF 反而减小到 EF2，在前片裆宽

不变的情况下，总裆宽变小，会使整个裆部过紧，降低

裆部舒适感，同时也会影响裆部的外观造型。

2 裤装裆部舒适性实验

2. 1 实验目的
在裤装裆部结构中，后裆斜线的长度是决定裆

部舒适性和运动性的重要因素，而后裆倾角的变化

与上裆长、后裆斜线长度、横裆宽密切相关。因此本

文基于女裤原型，变化纸样中的后裆倾角，制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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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并进行舒适性探索实验。研究裤子上裆结构中，

后裆倾角与裤装穿着舒适性及美观性的相关关系。
2. 2 实验方法

实验包括 2 个部分: 样衣制作和舒适性穿着对

比实验。选择基础女裤版型，后裆倾角的度数按照

一定的间隔变化，打版并制作裤子实样。选择与裤

子设计尺寸相匹配的模特进行试穿，并选择不同的

动态和静态动作，对所穿着裤子的舒适性进行打分

评价。综合评价结果，找出舒适度和美观度均佳的

后裆倾角范围。
2． 2． 1 实验材料

版型: 女装原型裤版型。制版规格: 165 /88 A。
材料: 机织纯棉牛仔面料。面料 A: 微弹性牛仔

布，面密度为 4. 50 g /cm2，氨纶含量 5% ; 面料 B: 无

弹性牛仔面料，面密度为 3. 50 g /cm2。
2． 2． 2 实验步骤

①后裆倾角设定为 7. 5°、10． 0°、12. 5°、15． 0°、
17. 5°、20. 0° 制 作 样 板，采 用 2 种 面 料 分 别 制 作

样衣。
②制定舒适性评价量表，评价标尺为 5 级: 1 为

不舒适，2 为较不舒适，3 为一般舒适，4 为舒适，5 为

非常舒适。
③制定视觉舒适评价量表，评价标尺为 5 级:

1 为很不 好，2 为 不 好，3 为 一 般，4 为 较 好，5 为

非常好。
④选择 6 名基本符合上述体型规格的模特，分

别试穿实验样衣，完成 7 个动作: 直立、端坐、盘坐、
蹲姿、跨步、直立抬腿、坐抬腿。

⑤ 6 名模特分别穿着 2 种不同材质面料的实验

样衣，每完成一个动作，依据自己的穿着主观感受，

在舒适性标尺上打出舒适感评价分值; 同时，选一名

观察者根据模特每次试穿整体效果完成视觉效果量

级评价。
⑥不同模特打分取平均值后汇总整理。

2.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不同动作舒适感评价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当

后裆倾角以 2. 5°为 1 档增加时，完成不同动作后的

舒适感变化虽然不明显，总体都在 3 级以上，感觉舒

适; 但不同角度、不同动作、不同面料之间依然存在

差异。
表 1 后裆倾角不同时不同动作的舒适感评价结果

动作类型
7. 5° 10． 0° 12. 5° 15． 0° 17. 5° 20． 0°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合计

站姿 4. 5 4. 7 4. 2 4. 8 4. 7 4. 5 4. 2 4. 7 4. 3 4. 3 4. 2 4. 0 53． 0

坐姿 4. 2 4. 3 4. 2 4. 2 4. 4 4. 0 4. 0 4. 7 4. 7 4. 2 4. 5 4. 2 51. 6

盘坐 4. 0 4. 5 4. 3 4. 5 4. 0 4. 0 4. 2 4. 7 4. 5 4. 2 4. 5 4. 0 51. 4

蹲姿 3. 5 3. 7 3. 5 3. 8 4. 3 3. 3 3. 3 3. 7 4. 2 3. 8 3. 7 3. 3 44. 1

跨步 4. 0 4. 2 3. 3 4. 3 4. 3 3. 8 3. 0 4. 3 3. 5 3. 8 4. 0 4. 0 46. 6

直立抬腿 4. 0 4. 0 3. 5 3. 8 4. 3 3. 3 4. 0 3. 8 3. 7 3. 5 4. 2 4. 2 46. 3

坐抬腿 4. 3 4. 0 4. 3 4. 3 4. 2 3. 7 4. 0 4. 0 3. 8 4. 0 4. 0 3. 8 48. 5

合计 28. 5 29. 4 27. 3 29. 7 30. 2 26. 6 26. 7 29. 9 28. 7 27. 8 29. 0 27. 5

注: 盘坐: 两腿盘屈交迭而坐; 跨步: 一脚蹬地，另一脚向移动方向跨一大步后静止; 直立抬腿: 一条腿抬起，大腿与上身之间，大腿与小腿之
间，达到 90°直角; 坐抬腿: 右腿在左腿之上，右腿在左腿 5 ～ 10 cm 处，两腿紧靠，腿要向左或右倾斜 30° ～ 40°。A 表示微弹牛仔面料制作的裤
子，B 表示无弹性牛仔面料制作的裤子。下同。

2． 3． 1 人体基本运动与舒适感

从表 1 可以看出，站姿的舒适性评分总值最大，

为 53，其次为坐姿，蹲姿舒适性评价总分最低。说

明后裆倾角的变化对站姿舒适性的影响最小，对蹲

姿的舒适性影响最大。随着后裆倾角的增加，站姿

的舒适性呈波动下降趋势，坐姿舒适性变化较为平

缓，直抬腿的舒适性呈 V 型变化，其他不同姿势变

化没有统一规律，但在 12. 5°处均有不同程度转折。
2． 3． 2 面料与舒适感

当有弹 性 的 面 料 A 制 成 的 裤 子 后 裆 倾 角 为

12. 5°时，舒适感评价分值最大，即有弹性的面料当

后裆倾角设置成 12. 5°时，舒适感最好; 而舒适性最差

的裤型后裆倾角也为 12. 5°，为无弹性面料制成。当

后裆倾角为 7. 5° ～ 10． 0°时，无弹性面料的裤子舒适

性较好; 但随着后裆倾角进一步增大，面料与舒适性

没有较好的线性关系。说明随着后裆倾角的进一步

增大，后裆斜线增长，裤子有变宽松的趋势，对裆部舒

适性的主要影响由面料逐渐转变为人体的运动。

3 人体基本运动与视觉舒适性评价

不同动作视觉美观度评价结果见表 2。可以看

出，随着裤子后裆倾角的增加，站姿的视觉美观度逐

渐降低，蹲姿的视觉舒适性有增大趋势，而坐姿的变

化不明显。这是由于随着后裆倾角的增加，后裆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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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整体增长，过长的后裆斜线会造成后裆部下吊而

不美观，此时，则需要调整落裆量和后翘来调整裤子

整体的美观性; 相反，较长的后裆斜线使得穿着裤子

后，下蹲动作比较容易完成，下蹲时，人体臀部后翘，

臀部维度增大，有利于减少吊裆现象，故蹲姿对视觉

美观度的影响与站姿呈相反趋势。
表 2 后裆倾角不同时不同动作的视觉美观度评价结果

动作类型
7. 5° 10． 0° 12. 5° 15． 0° 17. 5° 20． 0°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站姿 4. 2 4. 7 4. 5 4. 5 4. 8 4. 5 4. 2 4. 5 3. 5 3. 7 2. 8 2. 7

坐姿 3. 5 4. 2 4. 0 4. 2 4. 0 4. 2 3. 5 4. 5 4. 0 3. 7 4. 0 3. 8

蹲姿 2. 8 3. 7 3. 0 3. 7 3. 7 3. 7 2. 8 3. 8 3. 8 3. 7 3. 7 3. 3

4 视觉舒适与感觉舒适

将微弹牛仔面料制作的裤子样品基于不同姿

势，感觉舒适与视觉舒适评价结果进行对比。结合

表 2、3 可以看出，不同姿势穿着裤装的感觉舒适与

视觉舒适变化不一致。当后裆 倾 角 为 7. 5°时，站

姿、蹲姿及坐姿的视觉舒适和感觉舒适均呈相反

趋势，即后裆倾角为 7. 5°的裤子穿上感觉较为舒

适，但看起来由于裆底抽紧而不美观; 当后裆倾角

为 15． 0°时，坐姿的感觉舒适和视觉舒适评价值呈

相同趋势，蹲姿时二者呈相反趋势，站姿时二者相

等; 当裤子的后裆倾角为 20. 0°时，对视觉美观度

的影响最大，尤其是站立时，视觉效果较差，这与

上述分析结果一致。
结合表 1 和表 2，将无弹性牛仔面料制作的裤

子样品，在不同的姿势状态下感觉舒适与视觉美观

度进行对比。随着后裆倾角的增大，站立姿势与蹲

姿的视觉舒适度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不同的姿势对

裤装裆部美观度有较大影响。当后裆倾角为 7. 5°
时，站姿、坐姿及蹲姿的视觉舒适与感觉舒适度趋于

一致甚至相等，且站立时舒适性较高; 当后裆倾角为

10. 0°时，不同姿势的视觉美观性和舒适度也比较接

近; 当后裆倾角为 12. 5°时，蹲姿的舒适性较差，与

理论分析不符，可能跟实际操作过程中缝纫或模特

试穿感觉的误差有关; 当后裆倾角在 15. 0° ～ 17. 5°
之间时，舒适度和美观度均有下降趋势; 当后裆倾角

为 20. 0°时，视觉美观性最差，这是因为后裆倾角变

大，后裆斜线增长造成吊裆，所以影响美观性，但对

舒适度的影响不大。

5 结 论

综合本文实验可以看出裤子裆部舒适性与美观

性与后裆倾角的变化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合体型

裤子对站姿、坐姿及蹲姿的舒适性要求较高，其次考

虑站、坐姿的视觉美观度。因此，微弹性面料的合体

裤装的后裆倾角范围建议选择在 10° ～ 15． 0°之间，

无弹性面料的合体裤装的后裆倾角范围建议选择在

12. 5° ～ 15． 0°之间。运动舒适型裤装后裆倾角适当

加大，同 时 在 纸 样 结 构 处 理 时，要 加 大 横 裆 宽

的取值。
本文仅探讨了后裆倾角的变化与不同穿着姿势

之间的舒适度与美观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影响

裤子裆部结构舒适性的因素很多，选择合适的后裆

倾角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结构处理时，需要结合

裤子的实际穿着场合综合考量，如增加落裆量、改变

后翘等，从而得到适体舒适且美观的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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