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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儿童 T 恤设计

刘 青，沈 雷
( 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 采用人体工程学的思维方法及寓教于乐的理念，以国内外文献为参考，利用 AＲ 技术( 增强现实技

术) 、手机 APP 开发、热转印技术，对服装的款式、图案、面料进行设计，实现了寓教于乐与科技的融合。结果表明:

在 AＲ 儿童 T 恤的设计中，AＲ 图案能很好地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且穿着舒适，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并且 AＲ 图

案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变化，为儿童消费者的需要提供了多维度选择，对于未来新兴童装市场的发展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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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hildren's wear T-shirt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LIU Qing，SHEN Lei
( Colleg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Jiangnan University，Wuxi，Jiangsu 21412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ergonomics and edutainment，the AＲ children's T-shirt was designed by use of
AＲ technology， APPs development， thermal transfer technology． The edutai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integrated in the design of garment style，pattern and fabric．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AＲ
pattern presents a good entertain effect，and the printed fabric is comfort and safety． Besides，according
to the demands，the AＲ pattern can be changed，which provides a multi-dimensional choice for children．
This design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ew children's cloth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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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新科技的快速发

展，目前市场上传统的 2D 寓教于乐类产品已不能

满足儿童及家长的需求，开发立体的、能够给儿童带

来三维立体体验的新产品［1］已成为主要趋势。目

前 AＲ 技术( 增强现实技术) 多用在 AＲ 游戏、医疗、
军事、旅游展览、古迹复原和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
维修和建设等方面，而市场上适合儿童消费的 AＲ
类产品多为玩具及图书类，运用在服装上的案例还

很少［2］。AＲ 技术在服装行业中的典型应用是“虚

拟试衣”，即在服装商店中，顾客只需将衣服放在自

己前面，镜子中便会出现顾客穿着的立体效果，解决

了顾客穿脱麻烦、费时的缺点［3］。AＲ 眼镜在许多

场合都有使用，通过眼镜的旋转可以观察多方位的

虚拟场景，能观察到不常见的立体景象，有助于创意

想象，例如海底世界、星空，湿地森林等。AＲ 技术

虽然已不是最新的前沿技术，但在儿童教育领域及

服装领域的应用才刚开始［4］，童萌汇作为一家专注

于 AＲ 技术研究的公司，是传统印染行业与新兴技

术完美融合的代表之一，AＲ 儿童 T 恤的设计具有

一定的市场前景［5］。本文根据儿童特殊需求的现

状，提出了寓教于乐的 AＲ 儿童 T 恤的设计方案，以

满足人们对于新兴教育类服装产品的需求。

1 设计方案

寓教于乐类 AＲ 儿童 T 恤设计不同于一般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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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童装类产品，设计方式简便、效果好，而且在产品

设计上符合人体工学的理念。寓教于乐作为常见话

题，需要通过艺术和美的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使教

育寄托在乐趣中，寓教于乐，以乐促学，给孩子创造

一种轻松、愉快、有趣生动的学习氛围，使孩子在玩

耍时就能够进行学习，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进

而提 升 儿 童 的 观 察 力、记 忆 力、想 象 力 和 思 维 能

力［6］。将 AＲ 技术融合到儿童 T 恤中，具有很多优

势: 其一，在服装上进行设计不易给人带来附加感;

其二，AＲ 无缝融合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可以最

简单明了的展示事物的立体景象，将学习体验从传

统 2D 时代提升到 3D 时代，通过高度仿真的现实场

景及声音将儿童带入另一种场景，可以帮助孩子增

强空间认知能力，相对于传统教育具有极大的转变;

其三，普通服装一般不具有玩耍及教育功能，通过

AＲ 技术融合，可以提升服装产品的附加值，而成本

却不会大幅度增加。
本文的设计方案以儿童 T 恤为基础，仅在图案

上进行区分，适合 2 ～ 4 岁的男女童穿着，这一阶段

的儿童对新科技接受程度较强。整个产品设计包括

服装本体设计，AＲ 图案设计，主要涉及到 AＲ 技术，

APP 开发及热转印技术。将 AＲ 图案通过热转印技

术印到 T 恤上，在移动终端下载对应 APP，并通过激

活码进行激活，再扫描 AＲ 图案，就会产生 AＲ 立体

效果。根据男童和女童的差别，可选择不同的图案

进行设计，设计方案如图 1 所示。整个设计方案基

于寓教于乐的理念，使儿童在服装的穿着过程中得

到乐趣的同时也获得知识，设计方案合理，满足了儿

童的心理及生理需求。

图 1 AＲ 儿童 T 恤设计方案

2 技术设计

AＲ 儿童 T 恤在设计中运用到的技术主要包括

AＲ 技术，APP 开发及热转印技术。AＲ 技术可以对

特定图像进行识别，并在扫描后呈现三维立体效果，

包括三维图像与立体声音。AＲ 图像的扫描需要借

助移动终端 APP 来实现，而 AＲ 图案的印制需要热

转印技术。因此 AＲ 儿童 T 恤中所运用的 3 种技术

是密切相关的。
2. 1 AＲ 技术

增强现实技术( AＲ) 是指将虚拟的场景通过电

脑技术叠加到现实环境中，使真实场景和虚拟场景

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中［7］。在 AＲ 儿童 T 恤设计

中，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将动态的图像、声音和其他感

官增强功能与静态的图案中进行融合，实现虚拟世

界与真实世界信息的无缝对接［8］。现在有多种用

于 AＲ 系统开发的工具包和 API ( 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 ，如 AＲToolKit、Coin3D 和 MＲ Platform 等，其中

AＲToolKit 是 AＲ 领域使用最广泛的开发包［9］。AＲ
儿童 T 恤设计采用 AＲToolkit 工具包进行开发，采用

基于标记的视频检测方法进行定位，其工具包中包

含了摄像头校准和标记制作的工具，它支持将特定

图形和场景合并到视频及声音中。AＲ 的组成形式

有 3 种，包括 Monitor-Based、光学透视式、视频透视

式，其中 Monitor-Based 是将摄像机的真实世界图像

输入到设备中，并输出到屏幕上，AＲ 儿童 T 恤选

Monitor-Based 这一组成形式，实现方法简单，功能简

单直接，便于儿童理解，适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
Monitor-Based 增强现实系统实现方案见图 2。

图 2 Monitor-Based 增强现实系统实现方案

2. 2 APP 开发
APP 开发运用较为广泛。在 AＲ 立体图像的

实现过程中，需要移动终端下载 APP 扫描静止图

像，虚拟的立体景象便会出现在设备屏幕上。APP
在扫描静止图像时，需要判别静止图像是否是自

己要找的目标，因此在手机 APP 开发时需要提前

录入特定图像及声音，建立数据库，用户可根据二

维码扫描下载 APP，并通过激活码进行激活。针

对 AＲ 儿童 T 恤所研发的 APP，可识别一系列特定

动物图案，其功能设计主要包括: ①扫描场景图，

AＲ 增强现实呈现三维立体效果; ②教学发音，中

英文自动切换; ③360°可旋转、放大和缩小; ④可

与 3D 虚拟场景合拍留念，更可与好友分享; 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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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摄像头可切换，服装穿脱都可玩耍; ⑥亲子互动

拉近距离。移动终端 APP 扫描后的三维立体图像

见图 3。

图 3 移动终端 APP 扫描后的三维立体图像

2. 3 热转印技术
热转印作为一项新兴的印刷工艺，广泛运用

在服装、工艺品、纪念品等各个领域，通过热转印

印刷的图案，色彩鲜艳、层次丰富、色差小、饱和度

高、逼真漂亮，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档次，能够达到

消费者要求的效果，并且生产工艺相对简单，适合

大批量生产［10］。另外消费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求选择热转印的图像。适合用在纺织服装类产品

上的 转 印 技 术 是 胶 膜 转 印 技 术 与 升 华 转 印 技

术［11］。升华转印技术主要应用于化纤材料制成的

纺织服装类产品，而且印刷白色衣服效果最好，原

因在于有色衣服采用升华转印技术印刷后，由于

温度较高，油墨容易与有色纤维融合，会改变图案

原来的颜色，从而造成图案在扫描时无法顺利显

示，因此不建议使用; 胶膜转印技术主要用于棉质

材料制成的衣服上，转印时仍以白色为佳，因为在

印制深色衣服时要用价格较高的“深色衣服专用

转印纸”，胶质较重，且品质较不稳定［12］。儿童肌

肤娇嫩，童装要求透气、舒适，一般以棉质材料为

主，因此 AＲ 儿童 T 恤采用胶膜转印的方式，使用

高质量的转印纸和墨水进行印制，印出来的图案

轻薄，无毒无害，而且透气、不裂、不黏、不易脱落、
耐洗，适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使用。

3 服装设计

AＲ 儿童 T 恤的服装设计主要包括款式设计、
图案设计及面料设计。在进行设计时，需要考虑整

体的设计效果及穿着舒适性，即款式简单、大众化;

图案新颖有趣，能够有效吸引儿童注意力，从而达到

寓教于乐的效果; 面料柔软舒适，吸湿透气，便于呵

护儿童娇嫩肌肤。
3. 1 款式设计

由于热转印技术在颜色选取方面的限制性，AＲ

童装采用款式简单且适用性较强的 T 恤。基于儿

童自身的特点及消费者对产品的多维度需求，本文

从功能性、图案和面料等方面探讨基于寓教于乐理

念的 AＲ 儿童 T 恤设计。T 恤款式图如图 4 所示，

颜色为白色，设计尺寸为 90 ～ 110 cm，即适合 2 ～ 4
周岁儿童穿着，AＲ 图案印刷在 T 恤正面中间稍微

靠上的位置，便于儿童通过手机等设备观看 AＲ 图

像。款式整体简单大方，穿脱方便，休闲舒适，且适

宜大批量生产。

图 4 T 恤款式图

3. 2 图案设计
AＲ 童装 T 恤设计在款式上不区分男童女童，

只在图案上进行区分。本文设计了 4 款 AＲ 图案，

2 款倾向于男童，2 款倾向于女童，4 款图案为分别

为鸵鸟、恐龙、孔雀、仙鹤，色彩艳丽、生动形象，符合

儿童多彩、丰富的思维变化。当用 APP 扫描静态图

案时，动物会发出各自特有的叫声，进行自我介绍，

例如鸵鸟的自我介绍是: 我是鸵鸟，我很胆小。因此

可以激发儿童兴趣，启蒙儿童认知，达到寓教于乐的

效果。AＲ 图案设计如图 5 所示。

图 5 AＲ 图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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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面料设计

面料的设计与选取主要从穿着使用、洗涤保养、
经济性 3 个方面来考虑。儿童作为特殊群体，肌肤

娇嫩，活泼好动，衣服磨损较快，因此不适合用化纤

类面料，选用柔软的纯棉面料为宜，组织为斜纹，可

使儿童穿着感到柔软舒适、透气，斜纹组织还可以增

强服装的耐磨性; T 恤在洗涤时，为避免交叉污染和

染色，应与其他颜色的衣物分开洗涤，热转印图案性

质稳定，适宜洗涤。该类 T 恤的制作成本较普通 T
恤多了技术设计，但由于热转印技术比较大众化，在

产业化批量生产时，成本增加幅度并不大，适合大众

群体消费。

4 结束语

市场上对 AＲ 类产品及热转印类产品的研发较

多，且部分已实现产业化，但将 AＲ 技术与热转印技

术结合并运用在服装上的案例较少。随着现在市场

的品类越来越细分化，也就是更关注特殊人群的特

点和需求，AＲ 儿童 T 恤作为新科技融合的典型案

例，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陪伴儿童玩耍，而且有利于

儿童教育，真正意义上实现寓教于乐，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符合市场对于多功能寓

教于乐类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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