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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现阶段中国服装企业通用的服装号型体系已经 30 多年没有变化，且无法满足消费者对服装合体

性要求的现状，在对比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女装号型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国女装号型分类方法的特点和

优势，分析了我国现行服装号型标准的优缺点、面临的问题和待优化的项目等，提出了采取身高、胸围测量尺寸结

合胸腰差、腰臀差归档数据的方式进行人体体型的拟合，以制定出更为详尽的号型规格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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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和人们审美情趣的提高，消费者

对于服装舒适性、合体性、功能性的要求也随之提

高。合体性是维持服装舒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国

外学者提出的“合体”概念为: 完全遵循人体的体

型，在穿着后外表光滑平整，看起来就像是穿着者人

体的一部分; 同时能产生足够的空隙，提供穿着者最

大的舒适性，便于穿着者的运动［1］。
在服装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服装的合体性已

被广泛地认为是影响服装外观和销售的重要因素之

一。而在中国的许多服装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中，由

于对消费者体型分布情况和服装号型把握不准，致

使在服装销售中，因为服装合体性的问题而产生了

大量的产品积压。

1 我国女装号型体系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服装企业生产主要依据的是 GB /T
1335—1997《服装号型》或 GB /T 1335. 2—2008《服

装号型》。GB /T 1335—1997《服装号型 女子》的信

息收集和制定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其所反映的人

体体 型 的 特 点 不 符 合 现 代 人 体 特 征。而 GB /T
1335. 2—2008《服装号型 女子》是在 GB /T 1335—
1997《服装号型》基础上进行调整的，女子号型部分

除增 设 身 高 180 cm 一 档 外，其 余 数 据 较 GB /T
1335—1997《服装号型》标准几乎并无变化。而我

国的客观实际是，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

国民的体型———身高、胸围等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由此可见，上述 2 个标准对于现今国民体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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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有待商榷。为准确实际地反映人体体型信

息，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服装行业人员有必要在

重新测量人体数据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依据国家号

型标准建立的服装原型进行修正。特别是女性群

体，作为服装消费群体的主力，不仅各年龄段女性体

型有较大区别，对于服装的合体性和美观性要求也

相对更高，因此对女性体型进行更精确的分类研究，

并构建出合体性更强的女装原型样板必然是服装企

业的发展重点［2］。

2 各国女性号型分类方法

为了提高服装的合体性，研究人员需要对中国

女性体型展开系统的统计和分析，同时对各国女装

号型分类方法进行对比和研究，确定适合于中国女

性的分类方法，最终建立更精确的号型体系。基于

各人种体型特征的不同及各国民众对于服装规格要

求的不同，各国服装号型分类方法也有所不同。
2. 1 美国号型分类方法

美国女装号型使用的标注方式是数字，其女装

号型规格是将不同的女性体型按年龄进行明确地划

分，总体上，美国女装的号型体系系列性、规范性、标
准化较强［3 － 4］。美国女装尺码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规

格系列:

①少女尺码: 与女青年尺码相比属小比例，适于

年轻、肩较窄但胸高腰细，发育良好的女性，号型标

注为 5、7、9、11、13、15、17。
②瘦型少女尺码: 少女尺码中腰围数据相同的

情况下，胸围与臀围较小的体型，号型标注为 3ip、
5ip、7ip、9ip、11ip、13ip。

③女青年尺码: 适用于瘦型女青年尺码中较丰

满而身高较矮的体型，号型系列为 6、8、10、12、14、
16、18、20。

④瘦型女青年尺码: 适用于相对苗条的体型，其

身体数据介于少女和女青年体型之间，号型标注为

6mp、8mp、10mp、12mp、14mp、16mp。
⑤成熟女青年尺码: 适用于已婚育女青年，其身

体数据介于女青年与妇女之间，号型标注为 10. 5、
12. 5、14. 5、16. 5、18. 5、20. 5、22. 5。

⑥妇女尺码: 适用于中年女性，胸、腰、臀围度数

据较大，三围比例明显，号型标注为 34、36、38、40、
42、44。

鉴于该分类方法文字表述较为复杂，美国女装

尺码规格中常用规格对应尺寸见表 1。
2. 2 日本号型分类方法

日本现行通用的女子服装号型规格分类方法主

要有 3 种，分别为: 日本女装规格 9Y2、日本文化式

女装规格、日本人体衣用 JIS 号型规格。各种号型

规格的分类方式有所不同。其中，以日本人体衣用

JIS 号型规格最为详细。
表 1 美国女装尺码规格中常用规格对应尺寸

体型分类 号型 身长 / cm 胸围 / cm 腰围 / cm 臀围 / cm

少女

9

11

13

15

17

152

155

157

160

164

78. 7

81. 2

85. 0

88. 9

92. 7

61. 0

63. 5

66. 7

69. 9

73. 7

82. 5

85. 1

88. 2

91. 4

95. 2

女青年

12

14

16

18

20

165． 0

165. 7

166. 3

167． 0

167. 6

82. 5

85． 0

88. 9

92. 7

96. 5

64. 7

68. 6

72. 4

76. 2

80. 1

87. 6

91. 4

95. 2

99. 0

100. 3

成熟

女青年

14. 5

16. 5

18. 5

20. 5

22. 5

157

157

157

157

157

91. 4

96. 5

101. 6

106. 6

111. 7

73. 7

78. 8

83. 9

88. 9

94. 0

93. 9

99. 0

104. 1

109. 2

114. 3

妇女

36

38

40

42

44

169

169

169

169

169

95. 2

100. 3

105. 4

110. 4

115. 6

75. 0

80. 1

85. 1

90. 2

95. 3

99. 0

104. 1

109. 2

114. 3

119. 4

2. 2. 1 日本女装 9Y2 号型规格

与我国服装号型表示方法相似，日本女装规格

9Y2 的分类方法也是由胸围代号、体型代号、身长代

号 3 部分组成，日本女装规格 9Y2 中的代号与对应

尺寸见表 2。该规格中间体为 9Y2，对应尺寸为胸

围 82 cm，较瘦高体型( 少女型) ，身长为 155 cm 的

女体［5］。
2. 2. 2 日本文化式女装规格

日本文化式女装规格系列是由日本文化服装学

院经过人体尺寸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得到的，将女装

号型分为 S、M、ML、L、LL 5 个规格，各规格对应尺

寸如表 3 所示［6］。
2. 2. 3 日本人体衣用 JIS 号型规格

日本衣用 JIS 号型规格在日本使用较为广泛。
该号型规格体型是在 1992—1994 年，对 35 000 名

日本人测量数据的基础上修订的。在号型标准的

设置上，该规格结合了美国号型规格中对于年龄

的划分，同时较其他号型，在测量部位的选择上更

加详 细。该 标 准 将 日 本 成 人 女 子 的 身 高 分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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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女装规格 9Y2 中的代号与对应尺寸

第一位: 胸围代号 第二位: 体型代号 第三位: 体型代号

代号名 胸围 / cm 代号名 类别 体型特征 臀腰围特征 代号名 身高 / cm

3 73

5 76
A 小姐型 一般体型 腰臀比例匀称

0 145

1 150

7 79

9 82

11 85

Y 少女型 较瘦高体型 比 A 型臀围少 2 cm，腰围相同

2 155

3 160

4 165

13 88

15 91

17 94

AB 少妇型 稍胖体型 比 A 型臀围大 2 cm，腰围大 3 cm

5 170

6 175

7 180

19 97

21 100
B 妇女型 胖体型 比 A 型臀围大 4 cm，腰围大 6 cm

8 185

表 3 日本文化式女装号型规格尺寸 cm
号型规格 身长 胸围 腰围 臀围

S 150 76 58 86

M 155 82 62 90

ML 158 88 66 94

L 160 94 72 98

LL 162 100 80 102

Ｒ( Ｒegular) 、P ( Petite) 、PP、T ( Tall) 4 档，分别对应

身高 158、150、142、166 cm。同时，该标准将胸围尺

寸规定为: 胸围 74 ～ 92 cm 之间每 3 cm 为一档，胸

围 92 ～ 104 cm 之间每 4 cm 为一档，共分为 5、7、9、
11、13、15、17、19、21 等档位。其他各种臀围与胸围

组合，频率出现最高的即为 A 体型。在胸围不变的

条件下，与 A 体型的标准臀围相比，根据臀围数据

不同将体型分为 Y、AB 和 B 型，与此同时，各体型中

参考腰围的数据与女子年龄相关。综上所述，日本

JIS 女装号型规格中的 A、Y、AB、B 型 4 大类有如下

区别［6］。
①A 体型: 在身高与胸围的组合过程中，出现频

率最高的臀围尺寸数所代表的人群，臀胸差为 － 3 ～
13 cm。

②Y 体型: 相较于 A 体型，臀围尺寸减小 4 cm
的体型，其臀胸差为 － 3 ～ 8 cm。

③AB 体 型: 相 较 于 A 体 型，臀 围 尺 寸 增 大

4 cm，且 胸 围 不 大 于 124 cm 的 体 型，其 臀 胸 差

为1 ～ 16 cm。
④B 体型: 相较于 A 体型，臀围尺寸增大 8 cm

的体型，其臀胸差为 7 ～ 17 cm。
该分类方式的特点是，已知 A 体型数据标准

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简单的加减推衍出 Y、AB、B
体型的身体数据。以该分类方式中出现频率最高

的身高代号 Ｒ( 即身高 158 cm) 为例，日本人体衣

用 JIS 号型规格 ( 成人女子) A 体型身体尺寸信息

见表 4。
表 4 日本衣用 JIS 号型规格( 成人女子)

A 体型身体尺寸 cm

号型 胸围 腰围
臀围

10 岁 20 岁 30 岁 40 岁 50 岁 60 岁 70 岁

5AＲ 74 85 58 58 61 61 64 － －

7AＲ 77 87 61 61 61 64 64 － －

9AＲ 80 89 61 61 64 64 67 67 －

11AＲ 83 91 64 64 67 67 67 70 －

13AＲ 86 93 67 67 70 70 70 73 76

15AＲ 89 95 70 70 73 73 73 76 76

17AＲ 92 97 73 73 76 76 76 80 80

19AＲ 96 99 76 76 80 80 80 84 84

21AＲ 100 101 80 80 84 84 84 88 －

注: 以身高 158 cm 为例。

2. 3 德国号型分类方法
德国女子号型分类方法类似于日本 JIS 女子号

型，其将身高划分 3 档，即 160、168、176 cm，同时将

这 3 档身高和所有的胸围相配，其中臀围尺寸适中

的人为标准尺码，其臀胸差为 － 2 ～ 10 cm。与标准

尺码相比，臀围增大 6 cm 的为宽阔尺码，其臀胸差

为 4 ～ 16 cm。比标准臀围减小 6 cm 的为纤细尺码，

其臀胸差为 － 8 ～ 4 cm［7］。

2. 4 中国号型分类方法
我国现行的 GB /T 1335. 2—1997《服装号型 女

子》及后期颁布的 GB /T 1335. 2—2008《服装号型

女子》，是根据人体的胸腰差( 即净体胸围减去净体

腰围的差数) 的大小来将人体体型分为 Y、A、B、C
4 档，Y 体型对应胸腰差为 19 ～ 24 cm，A 体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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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腰 差 为 14 ～ 18 cm，B 体 型 对 应 胸 腰 差 为 9 ～
13 cm，C 体型对应胸腰差为 4 ～ 8 cm。

在人体体型的具体标注中，将身高与胸围之间

用斜线分开，后接体型代号，如标准体型 160 /84 A，

即身高为 160 cm，净体胸围为 84 cm 的人体，体型代

号 A 表示其胸腰差为 14 ～ 18 cm。

3 各国号型分类方法对比分析

通过对以上各国多种号型分类方法的研究和对

比，得出:

①我国 GB /T 1335. 2—1997《服装号型 女子》
及 GB /T 1335. 2—2008《服装号型 女子》，仅以胸腰

差作为划分标准，不能全面体现人体身高、围度和体

形变化规律。
②美国女装尺码规格系列分类的依据是年龄，

该标准是根据人在生长衰老的过程中不同的体型特

点划分的，不同号型对应有固定的身高、胸围、腰围

和臀围。同时，通过对于各个号型对应尺寸的研究

可以发现，该标准各体型的胸腰差和腰臀差之间存

在规律性差异。美国女装号型规格系列中各号型对

应胸腰差、腰臀差见表 5。
表 5 美国女装号型规格系列中各号型

对应胸腰差、腰臀差

体型分类 号型 胸腰差 / cm 腰臀差 / cm

少女

9

11

13

15

17

17. 7

17. 7

18． 3

19． 0

19． 0

21. 5 ～ 21. 6

女青年

12

14

16

18

20

17. 8

16. 4 ～ 16. 5

16. 4 ～ 16. 5

16. 4 ～ 16. 5

16. 4 ～ 16. 5

22. 8 ～ 22. 9

22. 8 ～ 22. 9

22. 8 ～ 22. 9

22. 8 ～ 22. 9

20. 2

成熟
女青年

14. 5

16. 5

18. 5

20. 5

22. 5

17. 7 20. 2 ～ 20. 3

妇女

36

38

40

42

44

20. 2 ～ 20. 3 24. 0 ～ 24. 1

③日本采用 3 种不同的女装号型规格体系，考

虑到女子体型特征与三围尺寸的密切关系，不论是

9Y2 分类方法，文化式规格体系，还是衣用 JIS 号型

规格体系，都选用了胸、腰、臀 3 个部位的围度作为

参考数据。特别是日本人体衣用 JIS 号型规格 ( 成

人女子) ，体型的分类是以身高和胸围为划分依据，

对比具体臀围数据划分 A、Y、AB、B 4 类体型，同时

依照 4 类体型中对应身高、胸围、臀围，以不同的年

龄分层为依据得出腰围的参考数据。相对于中国国

标体系中仅以胸腰差作为分类标准，该号型分类方

式对于人体的拟合程度更高，缺点是分类方法较为

复杂。
④德国女子号型分类以臀围为基准，将人体数

据与标准臀围相比较得到实际人体号型分类，相对

比较复杂。
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女子号型规格的研究可

知，这 3 个国家多种号型分类方法均选用了胸围、腰
围、臀围作为女子体型分类的参考数据，其分类周密

细致，制订的号型数量较多，因此其涵盖的体型覆盖

率相对较高，能够较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对于服装

合体性的要求，值得借鉴。相对于美国体型分类中

规定了各个号型中对应的人体身高、胸围、腰围、臀
围及胸腰差、臀差尺寸，我国仅以胸腰差分类显得过

于简单。美、日、德三国多种体型分类方法都是针对

本国的国民体型进行制定的，为了体现中国国民的

实际体型、满足市场需求，我国有必要参照上述多种

女装规格标准，制定出覆盖不同区域、不同年龄阶

层、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国民体型的服装号型分类

标准［8］。

4 我国女装号型体系修改建议

鉴于人体体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达到在服

装企业生产中提升产品合体化和个性化的目的，需

要有能够与现今女性体型更为适应的服装号型标准

和服装结构。要提高服装的合体性和企业生产效率

与质量，人体体型数据收集和分析归档是关键［9］。
为了达到这 2 个目的，服装企业需要在充分分析体

型数据的基础上，将人体体型在满足一定成本要求

的原则下尽可能地细分，将形体相似的进行归档划

分，得到不同形体的号型标准，并根据这些号型制定

相应的服装原型样本［10］。
由于我国现行服装号型标准的局限性和大型人

体测量数据库的缺乏，我国服装企业的当务之急就

是进行 人 体 测 量 数 据 的 收 集 分 析 归 档 和 号 型 体

系修改。
为此，在对比研究多国服装号型体系的基础上，

建议在进行女装号型的研究中借鉴日本人体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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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号型规格( 成人女子) 中充分考虑女子体型同三

围密切相关的分类方式，并结合美国、德国及日本其

他分类方法。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和服装企业可以采

取身高、胸围具体测量尺寸结合胸腰差、腰臀差具体

归档数据的方式进行人体体型的拟合，制定出详尽

的、能够高度符合我国女性体型的号型规格［11］。

5 结束语

我国服装号型标准自 1981 年正式发布以来，至

今已有 30 余年，期间虽有诸如增加控制部位、优化

体型参数值等变化，但其大部分内容并无变更，分类

方法和思路基本没有变化。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服装

号型标准存在的问题，分析并借鉴其他各国服装号

型的分类归档方法提出了优化建议。在实际的服装

生产中，通过号型标准的优化与完善，才能使服装的

结构更适应现今国民人体的变化，提升服装的合体

性和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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