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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裙斜裁角度的优化

王红歌，李亚娟，胡雪慧
( 河南工程学院 服装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摘 要: 针对面料性能、斜裁角度对喇叭裙造型的影响，通过客观实验从 18 种面料中遴选出 6 种适合制作喇

叭裙的面料，选取斜裁角度为 0° ～ 90°进行实验，确定斜裁角度为 45°左右。基于流行款式的喇叭裙及标准体型数

据，选择 6 种面料与 3 个斜裁角度( 35°、45°、55°) ，采用动静态评价方法对喇叭裙外观形态进行综合评价，获得了

最佳斜裁角度为 35°和 45°的喇叭裙面料分类，为优化喇叭裙结构设计及相关企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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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he bias-cutting angels based on the style of flared skirt

WANG Hongge，LI Yajuan，HU Xuehui
( School of Fashion，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Zhengzhou，Henan 451191，China)

Abstract: 18 fabrics suitable for flared skirt were select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abric performance，

bias-cutting angle on styling of flared skirt，bias-cutting angle between 0-90° were chosen for preliminary
experiment，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ptimized angle was 45°． Based on the trendy style of flared skirt
and standard body data，the appearance of sample skirts were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static
and dynamic evaluation methods between 6 fabrics and 3 bias-cutting angels ( 35°、45°、55°) ，the
optimized fabric classification for bias-cutting angels of 45° and 35° were got，which will provide some
therotical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flared skirt' s structure design and the related factorie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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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裁服装以其独特的外观形态深受当代消费者

的喜爱，而喇叭裙作为斜裁服装中的经典款式，其静

可体现女性的温柔娴静，动可体现女性的活泼可爱，

更因其风格多样、款式多变，深受广大女性的喜爱。
相关文献［1 － 2］表明，45°的裁剪角度并不是普遍适用

的，因此，本文以喇叭裙“美”的外观形态为研究载

体，以斜裁手法为研究手段，对面料性能与斜裁角度

之间的匹配进行研究，可为喇叭裙生产企业提供一

定的理论依据。

1 面料选择

面料是喇叭裙“美”的外观形态实现的基础，

依据合理 性、广 泛 性、多 样 性、常 见 性 等 原 则，通

过资料收集和市场调研等途径，凭借视觉与触觉

的对比分析，进行喇叭裙面料的初选，共收集到

纯棉织物、亚麻织物、涤纶织物、涤 /棉混纺织物、
棉 /麻混纺织物、毛 /涤混纺织物、雪纺等 18 种面

料，参考相关文献研究成果，选取织物密度、面密

度、厚度、悬垂性等指标作为客观评判依据［3 － 5］，

完成了 18 种面料的性能测试与分析。选取了在

静态下具有良好的悬垂性，动态下具有优美的飘

逸感的 6 种面料作为喇叭裙制作的最佳面料。6
种面料的拉伸性和折皱回复性测试结果见表 1，

喇叭裙动静态悬垂形态见图 1，悬垂性测试结果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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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面料拉伸性和折皱回复性测试结果

面料编号
伸长率 /% 急弹回复角 / ( ° ) 缓弹回复角 / ( ° )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经向 + 纬向 经向 纬向 经向 + 纬向

1# 6. 11 10. 78 162. 8 151. 6 314. 4 165. 7 155. 4 321. 1

2# 28. 50 96. 97 158. 5 168. 3 326. 8 159. 2 168. 7 327. 9

5# 8. 49 13. 30 150. 1 159. 7 309. 8 150. 9 161. 8 312. 7

4# 3. 20 4. 49 161. 8 158. 2 320. 0 162. 9 164. 5 327. 4

5# 11. 68 14. 44 141. 4 157. 1 298. 5 148. 6 164. 7 313. 3

6# 37. 35 65. 58 170. 1 150. 9 321. 0 171. 3 154. 9 326. 2

图 1 喇叭裙动静态悬垂形态

表 2 面料悬垂性测试结果 %

面料编号
悬垂系数 美感系数

静态 动态 静态 动态
活泼率

1# 23. 22 60. 34 57. 36 23. 16 48. 34

2# 23. 29 59. 47 57. 28 23. 77 47. 17

5# 22. 41 56. 37 56. 30 25. 09 43. 77

4# 15. 41 47. 66 67. 07 32. 41 38. 12

5# 29. 21 57. 69 50. 24 25. 04 40. 23

6# 16. 77 58. 90 66. 44 24. 36 50. 62

2 实验部分

2. 1 款式选择
根据对淘宝、天猫、京东等平台上的网店及郑州

地区各大百货女装店面的调研及分析，本文从裙面

展开角度、裙长、腰头、工艺设计等方面确定喇叭裙

的款式。喇叭裙款式图见图 2。
2. 2 样板绘制

选择身高 158 cm，腰围 68 cm，臀围 90 cm 的人

体作为试穿对象。依据确定的喇叭裙款式，结合试

穿对象的人体数据，制订喇叭裙的规格尺寸，并绘制

其结构图。喇叭裙规格尺寸分别为: 腰围 69 cm，裙

长 44 cm，腰臀长 22 cm，腰头宽 3 cm，喇叭裙的结构

图 2 喇叭裙款式图

设计见图 3。

图 3 喇叭裙的结构设计

2. 3 斜裁角度选择
斜裁角度是指喇叭裙前中线与面料经向的夹

角［6］，斜裁角度示意图见图 4。经向与前中线完全

—95—



毛纺科技
Wool Textile Journal

第 46 卷 第 7 期
2018 年 7 月

重合则夹角为 0°，本文设定箭头方向为喇叭裙的前

中线，实线方向代表面料的经向，虚线方向代表面料

的纬向，将经向与前中线的夹角记为斜裁角 θ。

图 4 斜裁角度示意图

由参考文献［7 － 9］可知，裙子在正斜方向的外

图 5 部分样裙试穿效果

观形态明显优于经向和纬向，即 45°优于 0°和 90°。
依据减少工作强度、降低实验成本的原则，本文采用

预实验的方法来缩小斜裁角度范围。
预实验具体操作过程为:

①设定斜裁角度( 22. 5°、45°、67. 5°) 。
②设定评价参数( 正面形态、底面面积、底面波

褶数、底面波纹对称性) 。
③按照 1∶ 2的比例制作样裙。
④评价分析。
预实验结论为:

① 3 个角度下制作出的喇叭裙，正面形态略有

差异，底面面积不尽相同，但底面波褶数均为 6 个。
②斜裁角度为 22. 5°和 67. 5°时，斜裁的喇叭裙

底面波纹分布不对称，而斜裁角度为 45°时，有4 条

样裙的整体形态效果最佳，2 条样裙存在波纹对称

性不够好的问题。
综上可知，6 种面料斜裁角度的设定范围应在

45°左右。
2. 4 实验与评价的基本要求

影响喇叭裙外观形态的因素很多，除面料性能、
纱线方向外，还有设计因素、试穿者体型特征、缝制

因素等，为减少误差，本文在实验和评价阶段做如下

规定:①款式、样板相同;②裙子制作人员相同，设备

相同;③试穿环境相同，试穿人台相同;④评价指标、
方法，参与评价的人员相同。
2. 5 喇叭裙的制作

根据 2. 3 确定的斜裁角度范围，将斜裁角度设

定为 35°、45°、55°，并结合 2. 1、2. 2 确定的相关条

件，完 成 6 种 面 料 18 条 样 裙 的 制 作，样 裙 按 照

“裙 － 斜裁角度 － 面料编号”进行编码。部分样裙

试穿效果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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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与分析

3. 1 评价参数的设置
3. 1. 1 静态外观参数

为准确地评判喇叭裙的外观形态，本文从主观

和客观 2 个方面来设定评价参数，其中主观参数为

正、侧面波褶数、波纹大小、波纹分布、底摆平齐程度

等; 客观参数为喇叭裙底面形态参数，包括裙宽、裙
厚、波褶数、波峰间距、波谷间距、波纹深度、裙摆面

积等 7 个指标［4］。客观指标示意图见图 6，客观指

标定义见表 3。

图 6 客观指标示意图

注: 图中底部形态是在 Photoshop 中处理后的二值化形态。

图 7 部分样裙的底部形态

表 3 客观指标定义

序号 指标 定义

1 裙宽 L( cm) 裙摆最左侧到最右侧的距离

2 裙厚 M( cm) 裙摆最上端到最下端的距离

3 波褶数 N( 个) 喇叭裙波纹的个数

4 波峰间距 K( cm) 相邻 2 个波纹最高点之间的距离

5 波谷间距 D( cm) 相邻 2 个波纹最低点之间的距离

6 波纹深度 H( cm) 波峰到两边波谷连线中点的距离

7 裙摆面积 S( cm2 ) 由喇叭裙所有波纹的外围线所构成的面积

3. 1. 2 动态外观参数

喇叭裙属于斜裁服装的一种，具有较强的流动

性和飘逸性，能够随着人体运动呈现一种节奏感，给

人以平衡、均匀的美感。评价喇叭裙动态外观形态

的特征指标有立体感、飘逸感、稳定感、运动感、节奏

感、悬垂感和均衡感［10 － 11］，描述如下:

立体感: 喇叭裙在人体着装后形成的空间形态

体积的饱满程度。
飘逸感: 喇叭裙在人体着装后，裙面随运动上下

高低起伏的流畅程度。
稳定感: 喇叭裙在人体着装后，静止情况下处于

平衡状态，受到外力作用后平衡状态改变; 外力消失

后，喇叭裙回复原状态的程度。
运动感: 喇叭裙在人体着装后，裙摆随运动变化

的程度。
节奏感: 喇叭裙在人体着装后，随着人体运动，

裙摆所形成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变化的现象。
悬垂感: 喇叭裙在人体着装后因面料力学性能

和款式特征等因素而形成自然下垂的程度。
均衡感: 喇叭裙在人体着装后运动状态下，裙状

态的变化和波纹分布情况给人以协调、舒适的美感。
3. 2 静态评价分析

根据 3. 1. 1 中静态外观参数的设定，本文静态

评价分析分为 2 部分，其中，第 1 部分为主观评价部

分，评价过程为选取 6 名服装结构及工艺方面的专

业教师和 4 名服装专业三年级学生，利用五级评价

方法以问卷形式完成相应参数的主观评价。得出

裙 － 45° － 1 #，裙 － 45° － 2 #，裙 － 55° － 2 #，裙 －
45° － 3#，裙 － 45° － 4#，裙 － 35° － 5#，裙 － 55° － 5#，

裙 － 35° － 6#，裙 － 45° － 6#的正侧面形态最佳。第

2 部分为客观评价部分，即利用照相机在同等条件

下完成试样裙底部形态的拍摄，然后借助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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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完成参数的数据提取。部分样裙的底部形态 见图 7，部分样裙的客观参数数据见表 4。
表 4 部分样裙的客观参数数据

样裙编号
裙宽 /
cm

裙厚 /
cm

波褶
数 /个 波峰间距 / cm 波谷间距 / cm 波纹深度 / cm 裙摆面积 /

m2

裙 － 35° － 1# 23. 34 16. 24 8 8. 44、8. 08、6. 14、7. 30、4. 50、
6. 44、10. 62、9. 56

3. 66、6. 54、4. 16、2. 66、4. 80、
3. 68、6. 50、5. 30

4. 90、5. 08、4. 90、3. 90、3. 34、
3. 46、4. 82、5. 12 194. 32

裙 － 45° － 1# 26. 32 18. 41 8 10. 78、6. 75、9. 57、6. 96、
7. 16、8. 44、10. 22、10. 27

4. 48、3. 80、5. 87、5. 33、5. 90、
4. 19、7. 88、5. 81

4. 98、5. 30、5. 35、3. 97、3. 99、
6. 07、5. 61、6. 66 245. 26

裙 － 55° － 1# 23. 86 17. 30 8 6. 14、8. 62、7. 34、8. 54、8. 64、
6. 56、8. 96、9. 44

5. 70、5. 04、5. 38、3. 26、7. 52、
4. 06、6. 80、3. 68

4. 44、4. 24、4. 72、4. 62、4. 10、
4. 96、5. 86、4. 70 210. 60

裙 － 35° － 6# 20. 34 14. 50 9 5. 48、5. 43、7. 37、7. 54、7. 01、
4. 99、4. 23、8. 07、4. 51

3. 46、4. 00、5. 02、4. 37、2. 22、
4. 95、2. 83、5. 84、3. 72

2. 47、2. 71、3. 13、4. 49、3. 92、
3. 41、2. 95、2. 60、3. 98 157. 35

裙 － 45° － 6# 18. 73 13. 68 8 7. 96、6. 01、3. 58、6. 60、3. 98、
5. 02、8. 57、8. 12

4. 14、4. 67、2. 90、3. 58、4. 48、
2. 89、5. 73、3. 87

7. 87、6. 09、4. 53、5. 66、2. 00、
6. 25、2. 92、3. 35 126. 78

裙 － 55° － 6# 20. 90 14. 05 8 9. 22、9. 00、7. 93、7. 30、4. 58、
6. 44、3. 65、4. 91

5. 07、3. 42、2. 37、2. 57、2. 15、
2. 63、4. 00、5. 56

4. 30、3. 57、3. 03、2. 49、2. 78、
2. 85、0. 46、5. 03 154. 52

采用 SPSS 软件对样裙底部参数数据进行分析，

可得出裙 － 45° － 1#，裙 － 45° － 2#，裙 － 35° － 3#，

裙 － 35° － 4#，裙 － 35° － 5#，裙 － 35° － 6#的静态底

部形态最佳。
3. 3 动态评价分析

按照 3. 1 设定的动态评价参数，采用三级评价

法，即“好、中、差”，分别对应“1 分、2 分、3 分”，选

取 5 名服装结构及工艺方面的专业教师和 10 名审

美感较强的服装专业女生，对 18 条样裙的动态外

观进行评价并打分。通过 Excel 软件完成了评价

数据的处理，并得出裙 － 45° － 1#，裙 － 45° － 2 #，

裙 － 35° － 3#，裙 － 35° － 4 #，裙 － 35° － 5 #，裙 －
35° － 6#的动态形态最佳。部分样裙的动态评价

分值见表 5。
表 5 部分样裙动态评价数据分析结果 分

样裙编号 立体感 飘逸感 稳定感 运动感 节奏感 悬垂感 均衡感 合计

裙 － 35° － 1# 2. 6 2. 2 2. 1 2. 3 2. 3 2. 3 2. 5 16. 3

裙 － 45° － 1# 2. 6 2. 1 2. 0 2. 3 2. 4 2. 4 2. 7 16. 5

裙 － 55° － 1# 2. 6 2. 1 2. 1 2. 2 2. 3 2. 4 2. 6 16. 3

裙 － 35° － 6# 2. 2 2. 6 2. 5 2. 5 1. 5 2. 6 2. 4 16. 3

裙 － 45° － 6# 2. 3 2. 5 2. 3 2. 4 1. 4 2. 6 2. 3 15. 8

裙 － 55° － 6# 2. 3 2. 4 2. 4 2. 4 1. 5 2. 7 2. 2 15. 9

4 结 论

结合喇叭裙静态主、客观评价结果及动评价结

果，得出:

①裙 － 45° － 1#、裙 － 45° － 2#、裙 － 35° － 4#、
裙 － 35° － 5#、裙 － 35° － 6#在动、静态下的外观形态

最佳; 裙—35° － 3#动态外观形态和静态底部形态最

佳，但静态正、侧面形态欠佳。
②1#和 2#面料的最佳斜裁角度为 45°，4#、5#、

6#面料的最佳斜裁角度为 35°，3#面料的较佳斜裁

角度为 35°。
③当面料经、纬纱力学性能差别不大，且经向硬

挺度在 4. 5 × 10 －3 mN·m 左右、59%≤动态悬垂系

数 ＜ 65%、23% ＜ 动态美感系数 ＜ 24% 时，采用 45°
斜裁，得到的喇叭裙能实现动、静态外观效果最佳。

④当面料经、纬纱力学性能差别较大时，且经向

硬挺度小于 4 × 10 －3 mN·m、45%≤动态悬垂系数

＜ 59%、24% ＜ 动态美感系数 ＜ 33% 时，采用 35°斜

裁，得到的喇叭裙能实现动、静态外观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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