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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地区小学女生服装号型分析

史书娜，王利君
(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采用接触式人体测量方法对随机抽取的 190 名浙江省金华地区 7 ～ 13 岁小学女生的 9 个部位尺寸进

行测量，运用数理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对测得的人体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多种方式的分析

和统计，定性、定量地描述小学女生各部位尺寸特征及其趋势。得出小学女生身高、胸围、腰围、臀围、坐姿颈椎点

高、腰围高、臂长、总肩宽随年龄的变化关系，总结小学女生体型变化规律; 同时，分析该地区小学女生体型的变化，

依据身高将小学女生的体型划分为 A、B、C 3 种体型，并制订出适合金华地区小学女生体型特点的服装号型系列、
各系列的分档数值以及各系列控制部位数值。建立了人体数据库，细化了童装号型标准，可为女童服装的生产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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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shape analysis of primary school girls in Jinhua area of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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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9 sizes of random selected 190 primary school girls aged 7 ～ 13 in Jinhua，Zhejiang were
measured with contacting anthropometry．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method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lassify analysis，regression analysis，etc． ，by using SPSS software to describe the size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y of primary school girls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the change of height，bust，waist，
hip，shoulder width，length of arm and neck width with age were drawn，and the change rule of body
shape for primary school girls were summarized． Furthermore，the body shapes of the primary school girls
were classified into A，B，C sizes according to height，and the clothing size，grading value and
controlling position value that suitable for Jinhua area were worked out． Finally，a human body database
was built with detailed standard children＇s size，which can be a reference for girls clothing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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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人 口 统 计，我 国 14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约 有

3. 14 亿，每年还有一千多万的新生儿出生，0 ～ 14 岁

的儿童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33. 89%，其中在校小学

生约 1. 35 亿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消费群体［1］。人

体的生长发育有 2 个高峰期，第 1 个时期是婴儿时

期，第 2 个时期是青春期［2］。6 ～ 12 岁学龄儿童正

处于这 2 个高峰之间［3］，但是，目前我国的童装市场

产品结构表现不尽合理，中童服和大童服偏少，10 ～

16 岁之间的孩子买衣难，己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

象［4 － 5］。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儿童的体

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偏胖与偏大的孩子越来越

多［6］。中 国 学 生 体 质 和 健 康 调 研 结 果 显 示，在

1985—2010 年的 25 年间，学生超重与肥胖的发生

率呈暴发式增长，增长速度处于较高的水平［7］。消

费者对于服装的合体性和舒适性能的要求越来越

高，很显然以前的号型己经跟不上孩子们体型的发

展变化，因此对儿童服装号型的测量与分析就显得

尤为重要。本文采用接触式人体测量方法对浙江省

金华地区 7 ～ 13 岁小学女生进行测量，获得各部位

的尺寸数据，并进行分析，借鉴国内外儿童号型划分

的方法和标准，总结出浙江省金华地区 7 ～ 13 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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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女生的体型特征及号型系列。

1 人体测量

1. 1 样本的确定
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与独立性，采用简单随

机抽样的方法，另外，根据统计学原理，样本单位数

大于 30 就可以称之为大样本，而且样本容量越大，

误差就越小，因此选取了 190 名浙江省金华地区部

分 7 ～ 13 岁小学女生，对其进行人体测量。按照实

际情况将样本量作如下规定: 浙江省兰溪市灵洞乡

中心小学 7 ～ 13 岁小学女生 190 人，测量后选取测

量数据完整的个体，最终筛选为 180 人。
1. 2 人体测量

目前使用的国家服装号型规格的测量仍采用直

接法［8］。本文研究采用传统的手工测量方式进行

测量。测量时被测者穿着贴身衣物，基本上保证了

实验数据的有效性，避免在测量时产生较大误差。
选取国家号型标准选定的 9 个控制部位，高度项目

包括身高、腰围高和坐姿颈椎点高，围度项目领围、
总肩宽、胸围、臀围和腰围，此外，还测量了全臂长。
测量部位如图 1 所示。

图 1 人体测量部位

2 体型分析

2. 1 各部位数据统计
运用 SPSS 统计分析方法［9］对测得的数据进行

描述统计分析，各部位数据描述统计分析见表 1。
标准差是表征测量数据分散程度的量［10］。由表 1

可以看出，小学女生体型变化较大的部位是身高和

腰围高，其次是臀围、胸围、臂长、坐姿颈椎点高和腰

围的变化较大，颈围和总肩宽的变化相对较小。
表 1 各部位数据描述统计分析表

测试部位
最小值 /

cm
最大值 /

cm
平均值 /

cm
标准差

误差
标准差

身高

坐姿颈椎点高

腰围高

颈围

胸围

腰围

臀围

总肩宽

臂长

110. 4

39. 5

58. 9

28. 4

52. 4

49. 6

55. 8

27. 8

32. 6

160. 0

65. 1

101. 0

35. 5

87. 1

74. 8

86. 5

37. 2

57. 3

133. 763

51. 209

81. 076

31. 609

66. 765

59. 646

71. 454

32. 551

45. 252

0. 876 4

0. 408 3

0. 716 0

0. 096 0

0. 461 3

0. 372 0

0. 489 6

0. 138 9

0. 447 8

11. 758 0

5. 478 4

9. 605 6

1. 287 6

6. 189 5

4. 991 4

6. 568 3

1. 863 0

6. 007 6

注: 样本量比 180。

2. 2 体型划分依据
从 GB /T 1335． 3—1997《服装号型 儿童》看出，

儿童不划分体型，童装尺码只按身高来划分，身高

80 ～ 130 cm 的儿童不分男女，以 10 cm 分档，胸围

以 4 cm 分档，腰围以 3 cm 分档组成系列。身高

135 ～ 160 cm 之间的分男女，身高档数为 5 cm。
儿童不分体型，因此号型标志不带有体型分类

代号［11］，但从体型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出，小学女生

的体型变化比较大，而且，从体型变化来看，高度变

化最为明显，其中身高的标准差值最大。鉴于上述

分析本文以身高作为依据来划分体型。
采用 K-Means 聚类分析法进行分析，每类聚类

中的案例数及体型的观测数量见表 2。

表 2 每类聚类中的案例数及体型的观测数量

聚类
体型
代号

身高均
值 / cm

观测数量( 人) /
聚类数

所占比
例 /%

1 A 120. 9 59 32. 8

2 B 133. 4 69 38. 3

3 C 148. 8 52 28. 9

综合上述分析，将年龄在 7 ～ 13 岁的小学女生

按身高分为 3 类，分别为 A、B、C 3 种体型，其中 B
体型的人群最多，因此，将平均身高为 132. 0 cm 的

人群定为 B 体型，即标准体，占整体人群的 38. 3%，

将平均身高为 120. 7 cm 的人群定为 A 体型，即矮小

体，占整体人群的 32. 8%，将平均身高为 148. 2 cm
的 人 群 定 为 C 体 型，即 高 大 体，占 整 体 人 群

的 28. 9%。
2. 3 分档数值的确定

根据测量的实际情况及国家标准号型的设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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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浙江省金华地区 7 ～ 13 岁小学女生号型系列进

行设置。综合上述分析，分别找出身高、胸围、腰围

3 个基本部位在各体型中的数值范围，以确定其分

档数值。小学女生各体型分档范围见表 3。

表 3 小学女生各体型分档范围 cm
分档依据 号型 范围

身高

A 110. 4 ～ 127. 0

B 127. 5 ～ 141. 0

C 141. 5 ～ 160. 0

胸围

A 52. 4 ～ 74. 2

B 58. 6 ～ 73. 1

C 65. 5 ～ 87. 5

腰围

A 49. 6 ～ 67. 8

B 51. 3 ～ 66. 8

C 56. 4 ～ 74. 8

以 C 体型的身高和胸围档差为例，参考英国

92 ～ 122 cm 儿童号型标准中身高以 6 cm 分档，胸

围 1 cm 分档，128 ～ 152 cm 女童身高以 6 cm 分档，

胸围以 3 cm 分档的方式，结合上述情况并结合实际

认为，对身高进行 5 cm 分档，胸围 4 cm 分档最为合

理。由此计算出各种体型胸围、腰围的档差，小学女

生号型系列分档范围和分档数值见表 4。
表 4 小学女生号型系列分档范围和分档数值 cm

分档依据 号型 修正后范围 分档数值

身高

A 110 ～ 135 5

B 125 ～ 150 5

C 140 ～ 160 5

胸围

A 52 ～ 67 3

B 58 ～ 73 3

C 65 ～ 81 4

腰围

A 50 ～ 60 2

B 54 ～ 64 2

C 59 ～ 71 3

2. 4 各控制部位中间体数值的确定
为了使覆盖率尽可能大，选择人群分布较密

集处，求出各部位均值，由其组成中间体，各部位

中间体均值见表 5。根据允许误差值，同时兼顾

GB /T 1335． 3—1997《服装号型 儿童》国家标准，

将表 5 中的数值进行规整，各部位中间体确定值

见表 6。

表 5 小学女生各部位中间体均值 cm
号型 身高 坐姿颈椎点高 腰围高 颈围 胸围 腰围 臀围 总肩宽 臂长

A 120. 9 46. 1 70. 5 30. 9 60. 6 54. 8 64. 7 30. 9 39. 5

B 133. 4 50. 5 81. 9 31. 3 67. 2 60. 1 71. 6 32. 9 45. 2

C 148. 8 58． 0 92. 0 32. 8 73. 2 64. 5 78. 9 34. 0 51. 8

表 6 小学女生各部位中间体确定值 cm
号型 身高 坐姿颈椎点高 腰围高 颈围 胸围 腰围 臀围 总肩宽 臂长

A 120 45 70 30 60 55 65 31 40

B 135 50 80 31 67 60 72 33 45

C 150 58 92 32 73 65 79 34 52

2. 5 各控制部位分档数值的确定
根据我国服装工业的实际，参照上述运用 SPSS

分析出的结果，得出各控制部位中的高度项目与身

高的线性关系显著，而与胸围的关系不显著，可用其

与身高的线性回归来求分档数。运用 SPSS 得出各

部位线性回归系数见表 7。
由表 7 计算出 5. 4 系列、5. 3 系列分档值，各控

制部位的分档值采用数见表 8。
表 7 各部位线性回归系数

号型 坐姿颈椎点高 腰围高 腰围 颈围 臀围 总肩宽 臂长

A 0. 296 1. 042 0. 679 0. 076 0. 820 0. 110 0. 554

B 0. 357 0. 771 0. 802 0. 063 0. 744 0. 192 0. 632

C 0. 513 0. 580 0. 759 0. 178 0. 826 0. 099 0. 276

表 8 各控制部位的分档值采用数 cm
号型 身高 坐姿颈椎点高 腰围高 颈围 胸围 腰围 臀围 总肩宽 臂长

A 体型( 5. 3 系列) 5 1. 5 5 0. 2 3 2 2. 5 0. 3 2. 5

B 体型( 5. 3 系列) 5 1. 5 4 0. 2 3 2 2. 5 0. 5 3． 0

C 体型( 5. 4 系列) 5 2. 5 3 0. 5 4 3 3． 0 0. 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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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①比较分析国内外儿童体型划分，确定以身高

作为体型划分依据，并用 K-Means 聚类分析法将小

学女生体型划分为 A、B、C 3 类，其 中 A 体 型 占

32. 8%，B 体型占 38. 3%，C 体型占 28. 9%。
②根据小学女生人体测量数据，得到 7 ～ 13 岁

小学女生各控制部位的中间体值及各控制部位的档

差值。
③根据身高分类的结果以及各控制部位的数值

和中间体值，设置了 7 ～ 13 岁金华地区小学女生的

号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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