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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跆拳道服装的结构设计优化

叶思思，郑呈祥，柯宝珠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针对目前女性跆拳道服装在美观性和舒适性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女性特殊身材的特殊性，对女性跆

拳道服装结构设计进行了优化，使得女性跆拳道服装在结构上有别于男性跆拳道服装，如采用前领深上抬、腰身收

腰、袖口收口等设计; 同时利用面料拼接的方法改善了女性跆拳道服装的运动舒适性，如对腋下以及裤裆弯部位进

行拼接设计; 最后通过人体主观穿着实验进行评价对比，发现结构优化后的跆拳道服具有更强的舒适性和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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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appearance and comfort of taekwondo
clothing were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female taekwondo clothing was optimized especially for women's
special body curve，which makes the female taekwondo clo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ale one，such as，the
front neck drop was lifted，while the waist line and sleeve opening were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the
fabric splicing method was used to improve the comfort of motion，such as the armpit and the pants crotch
position． Through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it was found that the optimized taekwondo clothing was more
beautiful and comf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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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是一项内外双修的体育项目，其不仅是

一种格斗技术，属于技能主导类对抗项目，它的动作

由各种步法、跳跃、踢腿等基本技术和专门动作组

成，更是一种精神修炼的方法，以加强个人的素质锻

炼来磨砺一个人的意志和思想，所以在短时间内风

行全世界。随着人们对跆拳道这项运动的钟爱，跆

拳道服装也快速发展。跆拳道服装的设计理念是

“简约大方、独特个性、舒适”。当前，跆拳道服装主

要以 Atak、Adidas、Nike、Motto 等品牌为主，跆拳道

服装行业竞争激烈，要想在市场中脱颖而出，需要对

跆拳道服装的结构设计进行优化，研制出更美观舒

适的跆拳道服。

任晓凤［1］阐述了跆拳道礼仪及其内涵，使读者

更好地了解跆拳道。苏兴田等［2］论述了跆拳道运

动的供能特征及其训练方法，了解跆拳道运动的项

目特点以及要求。王建基等［3］通过对跆拳道大众

化发展模式的探究，了解大众对跆拳道服装的基本

要求及建议。这些研究在总结当前跆拳道发展现状

的基础上，对于跆拳道运动做了总体的分析。
刘东［4］分析和讨论了服装结构设计中若干改

进方案，就下装裤类的上裆、横裆和上装衣袖腋下袖

裆、衣领翻领线等局部纸样结构的改良进行了分析

和讨论。张向辉［5］阐述了服装结构设计对防护服

舒适性的影响，从服装衣下间隙、开口特征、部位结

构设计以及防护服整体结构优化设计等方面分析了

防护服装的结构设计对着装舒适性的影响，提出采

用并行工程的设计方法进行防护服装的结构设计。
田伟［6］分析了上肢运动特点对衣袖结构的影响，通

过实验方法探讨户外装衣袖的功能性结构设计。王

秀芝［7］指出衣袖对服装款式造型的影响。赵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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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淑敏等［9］指出现代运动服装功能性主要体现

在服装款式结构设计的功能性和面料的功能性 2 个

方面。牛宏颐等［10］指出要在服装的细部造型和结

构设计等方面优先满足服装的功能性。这些研究人

员通过实验研究运动服装的结构设计，以得到更加

合理的运动服装结构。
虽然，目前对于跆拳道服装结构设计方面的研

究不多，但是通过对跆拳道的运动特点以及运动服

结构设计的特征分析，了解了跆拳道的动作对于跆

拳道服结构设计的要求。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跆拳

道服装的结构设计进行优化，以提高跆拳道服的穿

着舒适性，并对结构优化前后的跆拳道服进行主观

穿着评价对比。

1 女性跆拳道服结构设计优化

1. 1 领子的优化
为穿脱方便，跆拳道服装的领子选用很宽松的

无领设计［11］———V 型领，无领设计主要是对实际领

窝线的设计，以颈侧点为参照，V 型领横开领需要两

侧横量到合适位置，直开领从颈窝点向下量至合适

位置成 V 领。跆拳道服对于领子的把握难点在于

V 型领中横开领和直开领合适位置的确定，该位置

需既不影响美观性，又不影响功能性。以 160 /84A
体型的女性为标准，通过人体实验测量，得到衣领的

优化前后对比，见图 1。

图 1 衣领优化前后对比

通过实验测量，得到衣领优化工艺参数为: 领底

上抬 4 cm 时，领底距领口 25 cm，在胸口上面 1 cm
的位置，刚好盖住胸口。

衣领采用 V 字领，原来的领口距领底 29 cm，对

于 160 /84A 标准体型的女性，胸口距领口大概是

26 cm，因此在训练时里面通常要再穿 1 件衣服以避

免走光，但在炎热的夏天，多穿 1 件衣服会有闷热

感，故女性上衣的领口需适当降低。通过实验测量，

领底上抬 4 cm 时，领底距领口 25 cm，在胸口上面

1 cm 的位置，刚好可以盖住胸口，使女性在训练时

能避免走光，且不用在道服里面穿多余的衣服。另

外，人的头围大概在 55 cm 左右，领口上抬 4 cm 时，

领围大概是 65 cm，这样在穿着的时候有 10 cm 左右

的松量，穿脱方便。综上，领口上抬 4 cm，即可达到

女性想要的结果。

1. 2 衣袖及腋下的细节优化
上衣影响运动穿着舒适性的主要部位有腋下、

袖子以及腰部，因此需对这 3 个部位的设计进行优

化，进而改善跆拳道服的穿着舒适性。跆拳道要求

服装具有良好的运动机能性，随着袖山高的减小，袖

子的运动机能性增加，美观性相对减小，反之袖山高

的增大，袖子的运动技能性减弱，美观性相对提高，

解决这一矛盾对道服袖子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上衣

的细节优化前后对比见图 2。

图 2 上衣的细节优化前后对比

衣袖及腋下优化:①通过实验测量，将袖口收小

为 26 cm;②腋下避免褶皱堆积，改善美观性，选用

薄透的纱布或者针织面料等柔软面料进行拼接;

③腰部加收腰设计，侧边在腰围处收进 4 cm，改善

了美观性，避免腰部因系腰带而堆积过多褶皱。
分析:①原袖口围度是 32 cm，而女性手腕一般

在 16 cm 左右，将袖口收小为 26 cm，大概有 10 cm
的松量，不影响穿脱性和散热通风性，且美观性加

强;②零袖山的袖子在手臂自然下垂时，会在腋下堆

积褶皱，影响美观性，因此腋下可以选用薄透的纱布

( 夏天) 或者针织面料( 冬天) 等热湿舒适性好且透

气的面料［6］代替，柔软有弹性，不会堆积褶皱，改善

美观性，且道服的透气性增强; 其次，该面料有一定

弹性，手臂运动时会减小对下摆的牵引; 最后，拼接

本身就是流行元素，会使道服整体时尚感美观性增

强;③道服过于肥大，整个衣身呈 H 型，在系腰带

时，腰间会有很多褶皱，影响美观性，因此加入收腰

设 计 进 行 优 化，原 来 的 道 服 腰 围 100 cm，而

160 /84A 的女性腰围大概为 68 cm，在当前道服的腰

围基础上，前后片两侧均收 4 cm，共收进 16 cm，所

以得到的道服腰围为 84 cm，留有 16 cm 的松量，系

腰带时候美观性会大大改善。侧缝下摆处采用开口

设计，使运动更加自如，并有助于排汗散热，可提高

服装的舒适性。
1. 3 裤装的优化

跆拳道主要靠腿法，踢腿时裤子后裆弯设计不

当，会有拉紧的感觉，踢腿时受到束缚，感觉不舒适。
而对于裆弯的设计，只能增加宽度，而不能增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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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是，道服裤装已经足够宽松，不应该再增加横

裆量，否则过于宽松在训练时也会有很多不便。裤

装优化前后对比如图 3 所示。

图 3 裤装优化前后对比

裤子优化: 在腿部内侧和裆部各拼接一块单独

面料，即裤装由原来的 2 片变为 5 片。
该设计使裆部位是独立完整的 1 块，而不像一

般裤装裆部是十字形，这样就使得训练踢腿时，裆部

不会受到腿部拉扯。另外，裆部的加强设计，使裆部

不易破裂且运动更加自如。腿部拼接的部分和裆部

单独的部分，都改善了臀部和下肢的活动环境，所以

保证了腿部运动的舒适性。人体下肢的体态特征、
运动功能区域的研究是裤装造型、结构研究的基

础［12］，由于女性下肢成上大下小的锥子型，故应适

当缩小裤口，使整体看上去更加利落。
1. 4 整体效果

道服上衣优化前后对比见图 4。

图 4 道服上衣优化前后对比

整套道服的优化，外形上有很大变化: 首先，领

口缩小，给女生训练时提供了便利; 然后加收腰处

理，增加了女性美，使道服不呆板，时尚美观，也是男

女道服最突出的不同; 另外，缩小了袖筒，使道服比

以前在训练时更加利落; 袖子与衣身的缝合处拼接

了一块三角形的轻薄透气的弹性纱织物，透气性增

强，另外，轻薄透气的面料在手臂自然下垂的时候不

会堆积褶皱，拼接本身就是流行元素，整体会使道服

时尚感美观性增强。裤装的亮点在于，裆部拼接的

独立部分，使裆部不易破裂且运动更加自如。

2 结构优化后的女性跆拳道服设计

2. 1 跆拳道服的规格尺寸
结构优化前后的跆拳道服标准体规格尺寸见

表 1。优化前后道服展示如图 5、6 所示。
表 1 160 /84A 女性道服规格 cm

优化前后 衣长 胸围 腰围 裤长 袖口围 领围

改良前 70 100 100 100 32 75

改良后 70 100 80 100 26 65

图 5 优化前道服

图 6 优化后道服

优化前后道服结构对比:

衣领: 优化后道服比，领底上抬 4 cm，到胸口以

上，使女性训练的时候更方便，明显改善了原来道服

的不足。
腰部: 优化后道服采用收腰设计，侧边各收进

4 cm，女装呈 X 型，与男性 H 型区分，体现女性美，

并且系腰带时减少褶皱，美观性增强。
袖口: 优化后道服袖口围度收小 6 cm，不影响

穿脱性和散热通风性，且美观性加强。
裤腿: 优化后道服将大腿内侧进行拼接，一方面

便于与裆部缝合，另一方面改善了下肢的活动环境，

更好地保证了腿部运动舒适性。
2. 2 跆拳道服的细节改良

腋下: 腋下拼接了 1 块三角形的弹性轻薄网状

面料，增强透气性; 手臂上抬、活动范围增大，并且臂

自然下垂时，腋下布料柔软比较隐蔽，不至于腋下堆

积大 量 褶 皱，因 此 美 观 性 增 强。腋 下 优 化 设 计

见图 7。
裆部: 裆部采用 1 块整体的独特设计，改善了裆

部和腿部的运动环境，使得腿部运动的时候，减少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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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腋下优化设计

部拉扯，腿部和臀部运动更加舒适自如，且不易撕扯

破裂。裆部优化设计见图 8。

图 8 裆部优化设计

3 结构优化前后主观穿着评价

服装的舒适性和美观性是无法直接测量的人体

主观心理量，因此应考虑着装人体的主观感觉，及必

须 通 过 主 观 评 价 技 术 来 综 合 评 价 服 装 的 穿 着

舒适性。
人体着装舒适不仅与衣料和服装的物理性能有

关，还与人们的活动方式、环境条件及人们的生理、
心理因素有关，受服装、环境和人体等复杂因素的综

合影响。对服装舒适性的主观评价，是指通过人体

生理学试验或现场穿着试验，对服装面料的舒适性

进行测定和评价。

3. 1 主观实验设计
实 验 人 员 选 取: 选 用 20 名 身 高 为 158 ～

162 cm，体重 50 kg 左右，年龄在 23 ～ 25 岁之间的

女大学生作为人体实验的受试者，在同一环境下进

行实验。
实验问卷设计: 选取 4 种主观感觉进行评价，包

括外观感觉评价 ( 美观性) 、穿着感觉评价 ( 牵扯

感) 、热湿舒适性评价( 闷热感) 及整体舒适感评价。
主观实验评价标准见图 9。

实验过程: 主观实验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进行，

实验环境条件: 温度( 25 ± 1 ) ℃，相对湿度 65% ±
2%，风速: 小于 0. 1 m /s。将 20 名受试者在同一环

境下进行实验，让受试者先穿着普通跆拳道道服，然

图 9 主观实验评价标准

后再穿着优化后的跆拳道道服，从外观进行比较，然

后进行伸展运动比较穿着舒适性。
3. 2 主观感受分析

在对 20 名 受 试 者 进 行 主 观 实 验 后，得 出 该

20 名受试者对于结构优化前后的跆拳道服的主观

感受打分的平均值，从而可以根据对跆拳道服装结

构优化前、后的实验服装的总体评分情况，总结整套

优化后服装的整体舒适性的优劣。道服优化前后主

观评价平均值对比见表 2。

表 2 道服优化前后主观评价平均值对比

优化前后 美观性 牵扯感 闷热感 整体舒适性

普通道服 2. 5 4. 3 3. 7 3. 1

优化后的道服 4. 1 3. 5 3. 2 3. 9

对 20 名受试者主观感受评价，结果为均认为优

化后的道服加了收腰处理和收小裤口和袖口，使得

道服穿上外观更加干练利落，去掉过多的松量，美观

性增强，并且没有由于减小松量而使得身体感到闷

热，保留了身体活动所需的足够的松量，并且腋下拼

接的轻薄面料，透气凉爽，总体反映优化后的跆拳道

服装相较原来的舒适感增强。

4 结束语

本文对跆拳道服装的结构设计进行了一定的优

化设计，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①跆拳道服装的面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运动时

的舒适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跆拳道服装的面

料进行研发，并且能够加入一些高科技元素，如防静

电、防辐射、绿色环保等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跆拳

道服装不只是一套简单的服装，更是一套功能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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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的服务于该项运动的服装。
②在道服上还应添加一些流行元素，运用印花、

刺绣加入一些有象征意义的图案、文字，在图案设计

上，体现自己的设计理念，突出特色，改善道服过于

单调，款式老套、颜色单一的问题。
③道服在面料、设计、制作、质量等方面应该进

一步的改善，以满足广大跆拳道爱好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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