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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服装功能性研究

刘 慧，刘雅玲
( 河北科技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婴幼儿服装功能性的体现，以婴幼儿服装的功能性设计作为切入点，在其安全性、卫
生性、舒适性、实用性、美观性及益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表明: 婴幼儿对服装结构、面料、色彩和图案有

着其自身特殊的需求; 根据理论研究结果，提出婴幼儿服装功能性的设计要点，以婴幼儿服装结构设计为主，结合

服装面料、服装色彩、服装图案分析了婴幼儿服装功能性在婴幼儿服装卫生安全、舒适实用及美观益智等方面的设

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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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function in infant clothing，taking the
functional design of infant clothing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we made a simple theoretical study on its
safety，hygiene，comfort，practicality，aesthetics and intelligence．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infants had
their own special needs for clothing structure，fabric，color and patter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the main points of the design of infant clothing's function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infant clothing，and combined with clothing，clothing color and clothing patterns，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infant clothing function in infant，clothing，hygiene， safety，comfort，
practicality，beauty，intelligence and other aspects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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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生理和心理发育还不完善，服装对于婴

幼儿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国家二孩政策的落实，

婴幼儿服装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消费者对

婴幼儿服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 80、90 后逐渐

成为哺育婴幼儿群体的主力军，这部分消费者自身

成长的经济环境优越，对生活品质要求高，更加注重

优生优育的育儿观念。因此婴幼儿服装的功能性、
安全性、益智性等成为消费者的关注点。目前国内

婴幼儿服装还存在着不足，专业的婴幼儿服装设计

师缺乏; 婴幼儿服装与童装同质化现象严重，无法满

足婴幼儿的多方面需求，为了让婴幼儿更加安全、健
康成长，其服装应该根据婴幼儿心理和生理特征设

计开发。

1 婴幼儿服装结构功能性设计

婴幼儿初期，大部分时间是在睡觉，姿势基本是

仰卧，活动量小，而且这个时期婴幼儿大小便不能自

理，所以该时期婴幼儿的服装造型应该是无领、宽

松、前长后短、侧面系带［1］。图 1 为侧面系带婴幼儿

服装示意图。
婴幼儿服装的特点: 无领: 可以减少对婴幼儿颈

部的压迫; 宽松: 婴幼儿可以活动自由，不被束缚; 前

长后短: 可以减少排泄物对服装的污染; 侧面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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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侧面系带婴幼儿服装

可以减少对婴幼儿的压迫，系带可调节服装的宽松

度; 单侧系带在腹部的搭接量小，易散热; 双侧系带

搭接量比较大，起到保暖作用。
婴幼儿的皮肤比较脆弱，服装的缝纫线迹可以

选择外露的方法，这样可以减少缝迹对婴幼儿皮肤

的摩擦，还可以减少线头脱落对婴幼儿手指等部位

的缠绕伤害。
随着婴幼儿的成长，活动量变大，开始学习爬、

坐、走等活动。其服装结构功能上应该从以下几点

设计。
1. 1 肘部和膝部保护

因为婴幼儿骨骼柔软、皮肤嫩，在爬行过程中肘

部和膝部是婴幼儿身体的主要支撑点，并且是摩擦

最多的部位，比较容易受伤。在服装设计时可以通

过加厚或拼接耐磨面料来进行保护。图 2 为肘部和

膝部保护示意图。加厚可以缓解支撑点的压迫感，

起到耐磨作用。拼接耐磨材料可以防止面料被磨

破，对婴幼儿的皮肤造成划伤。

图 2 肘部和膝部的保护

1. 2 尺寸放缩
当婴幼儿在爬行、蹲坐、跪立时膝盖和臀部都是

弯曲的，所以在设计时腿部前片要长于后片，臀部的

设计也要适当的加量，可以避免因为膝盖前面勒紧

后面褶皱堆积，或是臀部勒紧而产生的不舒适，以膝

盖部为例，结构改进的尺寸放缩见图 3。肘部也可

以采用这种方法［2］。

图 3 尺寸的放缩

1. 3 便于换尿布
在婴幼儿还在使用尿布阶段，要求服装在腰腹

部的量要留出尿布的量，并且方便家长换尿布，避免

婴幼儿在寒冷天气因为裸露时间长而生病。所以在

设计时可以将腿部内侧缝合线用扣子代替，见图 2，

这样换尿布时就不用脱掉裤子。

1. 4 袖口、裤口相对宽松
婴幼儿还不能完全靠自己去穿着服装，有时候

需要成人的帮助，所以婴幼儿服装的袖口和裤口相

对宽松的设计有利于成人的手进入帮助婴幼儿穿着

服装。
1. 5 肩带设计宽松

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服装的设计要利于

婴幼儿的健康发育。应在服装中有肩带设计，多采

用宽松、简洁、有弹性、可调节的宽肩带款式。宽肩

带可以使婴幼儿肩部受到较小的压力，腹部也会得

到适量的放松，这样可以对婴幼儿内脏器官的发育

会起到保护作用，而且也有利于婴幼儿的生长和运

动，同时可调节的肩带还能满足内部着装厚度变化

的需求，以及婴幼儿身高增长的需求。
1. 6 安全装饰设计

婴幼儿好奇心强，习惯把一些东西放嘴里，所以

衣服上的扣子等小零件要牢固，装饰上也要尽量避

免使用珠子、贴钻等。有帽子时尽量不要用束带，避

免勒伤，也可以采用黏贴式帽子。
1. 7 一衣多穿

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不可掌控的，所以婴幼儿服

装如果具有方便的拆卸、重组性可以让婴幼儿活动

更加自由。重组的斗篷见图 4，一件斗篷，如若在图

中分割线处用按扣或是黏扣处理就可以将衣服重新

组装，在户外玩时不仅可以起到保暖作用还可以保

护里面的衣服不被弄脏。
裤子及衣袖也可以进行拆卸设计，裤子拆卸示

意图见图 5。该设计可以避免早晚凉中午热而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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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斗篷的重组

换衣服的麻烦。另外婴幼儿生长发育快，服装更换

频率很高，这使得婴幼儿在服装上的花费比较大，因

此，一衣多穿的设计可以提高婴儿服装的使用率，如

设计几条安全拉链或扣子，就可以变幻成衣服、小褥

子、襁褓; 或在衣服下摆、袖口、裤口处采用翻边设

计，从而延长服装的穿用时间，或是在关节处设计隐

藏量，不但可以延长服装使用时间和可以保护婴幼

儿。隐藏量设计见图 6。正反两面穿的衣服等人性

化的设计，将功能性表现得更加彻底，也使得婴幼儿

服装更加实用。

图 5 裤子的拆卸

图 6 隐藏量设计

1. 8 保 暖

婴幼儿腹部容易着凉，所以在婴幼儿服装腹部

可以采用搭接的方式，增加服装的保暖性。腰身搭

接见图 7，腹部左右搭接见图 8。
婴幼儿对寒冷的抵抗能力弱，所以在冬季外出

图 7 腰身搭接 图 8 腹部左右搭接

时尽量选择连体服装，这样可以避免在抱住婴幼儿

时婴幼儿腰部或是脚踝处外露而受凉。婴幼儿保暖

连体服见图 9。前片双侧拉链由颈部至腿部，方便

穿脱。领口处有围脖设计，并有扣子用来扣紧，更加

保暖。袖口处可翻折设计，起到手套的作用，由前翻

折到后可以封住袖口起到防风，保暖作用。脚部亦

可以设计为可拆卸脚套，这样除防风保暖外，拆掉时

还可以方便婴幼儿自己走动。

图 9 婴幼儿保暖连体棉服

1. 9 仿 生
仿生婴幼儿服装对婴幼儿脑部发育及心理发育

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性作用，它可以有意识的把婴

幼儿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心引向对知识探求的欲望。
而且，在婴幼儿服装中加入动物、植物等的特征，还

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去探寻

和理解大自然的奥秘，从而对婴幼儿认知能力的发

展起到促进作用。将现代知识和文化信息通过这些

大自然中的元素或者卡通形象融入到婴幼儿服装设

计中，同时给婴幼儿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对他们创

造性思维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激发作用，比如在帽子

上加上小耳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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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婴幼儿服装面料功能性

婴幼儿服装面料要具有保护婴幼儿身体不受伤

害的安全卫生性，包括良好的吸湿透湿性和温度调

节能力等的舒适性，并能够满足人体工程学的活动

范围。
婴幼儿表达能力弱，对冷热不能做出准确的表

达，所以设计婴幼儿服装在选择服装面料时可以选

用含有热敏变色纤维的面料，这样父母可以通过衣

服颜色的变化来发现婴幼儿体温变化，及时掌握婴

幼儿的冷暖需求，或是健康状况。
婴幼儿皮肤娇嫩、易出汗、容易受到外界伤害、

吸收性强、对外界有害物质抵抗力弱，在选择服装面

料时首先应该以安全卫生为前提［4］。
婴幼儿服装面料应该抗静电能力强。过多的静

电如果在婴幼儿体内堆积，易影响中枢神经及机体

的生理平衡，所以在选择婴幼儿服装时尽量不要选

择容易产生静电的化纤面料，应该多采用棉质面

料［5］。服装上吸附的各种尘土和细菌容易导致婴

幼儿皮肤出现红斑、瘙痒、肌肤发炎等症状，因此可

选用一些新型纤维面料，如竹碳纤维、牛奶蛋酸合纤

维、大豆蛋酸合纤维、甲壳素纤维等，这些新型纤维

有很好的的透气、抗菌功能。经天然矿物和植物染

料染色的面料、利用生物酶整理的面料，这些纤维与

面料除了具有天然纤维面料的特点外还具有色相自

然、抗紫外线、防虫、抗菌、可降解等特点［6］。
婴幼儿服装面料不宜选择带有毛羽的面料，因

为毛羽可能会通过口、鼻进入婴幼儿身体，但婴幼儿

免疫系统发育不够完善这样容易使婴幼儿呼吸道感

染发炎。
婴幼儿服装面料应减少化学染料的使用，若铅、

镉等有毒物质超标将会对婴幼儿产生极大危害，后

果极其十分严重［7］。在 201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

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

规范》中对婴童纺织产品中增加了 6 种化学成分的

限量要求，包括邻苯二甲酸酯、pH 值、甲醛、重金属、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化学成

分对婴幼儿健康的危害性。
面料色牢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婴幼儿易出

汗，且唾液也极易沾到服装上，这就要求婴幼儿服装

的耐汗渍色牢度、耐洗色牢度、耐唾液色牢度都要符

合标准规定。
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较差，当他们感觉到不适

时并不能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因此婴幼儿服装面料

要根据其骨骼柔软、生长发育快、易出汗、生理调节

功能不健全等特点而具备舒适性。

吸湿性、透气性好的面料利于汗液蒸发，可以保

证皮肤处于一个较好的热湿平衡状态，不易出现皮

疹、湿疹等。
保暖性可以从导热性、含气量、织物结构 3 个方

面考虑。因此，婴幼儿服装可以选用棉、羽绒等蓬松

材质作为中层填充物，面料则选择紧密厚实的，这样

就可以提高服装的保暖性，克服婴幼儿血管扩张和

收缩神经作用较弱的缺点［8］。
服装弹性好可以从 2 个方面考虑: 一是纤维弹

性好，二是织物结构具有弹性，如针织面料弹性好、
质量轻，不仅可以满足婴幼儿活动需求，还不会给婴

幼儿身体增加压力，造成束缚［9］。

3 婴幼儿服装色彩和图案功能性

婴幼儿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视觉及色彩心理也

不是很健全，而且视觉和大脑联系非常紧密，当婴幼

儿看到喜欢或着是感兴趣的事物时，能够引起一系

列的脑部活动，促进大脑发育。色彩能够对婴幼儿

的视觉生成刺激，所以在服装设计中加入婴幼儿喜

欢的颜色能使他们的大脑产生兴奋感，从而刺激神

经纤维的增长，促进婴幼儿智力发展［10］。
婴幼儿服装在色彩的选择上具有特殊性，因为

婴幼儿的生理、心理发育都刚开始，很容易受到外界

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婴幼儿服装色彩的设计上，设

计者可以利用婴幼儿的这一特点对服装色彩进行设

计，促进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11］。
婴幼儿初期，其视网膜脆弱，受不了强光刺激，

所以婴幼儿服装应该多选用较浅的颜色，如白色、浅
黄色、浅蓝色、粉红色等，而且浅色的服装面料使用

的染料较少，可以减少染料对婴儿皮肤的伤害，也可

避免婴儿不慎将衣袖放到口中沾染到有害物质。服

装 使 用 浅 色 系 颜 色 还 利 于 家 长 发 现 服 装 沾 染

的脏污。
婴幼儿时期，大脑发育的速度很快，2 岁左右视

觉神经便可以分辨颜色、捕捉色彩的程度。这时期

的婴幼儿服装可以加上亮色来点缀，能有效的刺激

婴幼儿的感官，但要注意避免大面积的刺激性色彩

组合。3 岁左右婴幼儿能够正确的分辨基本颜色，

但对颜色色度还是不善于区分，比如粉色和浅粉色，

蓝色和浅蓝色。这个时候在基本颜色上加入一些混

合色或是中间色，可以更好的促进婴幼儿对颜色的

认识和大脑发育。
在选择颜色的时候，可以从大自然中提取，把自

然界中特有的颜色提取出来应用到服装中，可以拉

近婴幼儿与大自然之间的距离，让婴幼儿主动融入

到大自然中，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激发婴幼儿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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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力［12］。
色彩不仅有保护和促进智力发展的作用，它还

可以影响婴幼儿的情绪。如苹果绿属于安全颜色，

可以使婴幼儿变得安静; 黄色属于安神颜色，可以使

婴幼儿变得不再脆弱; 橙色属于能量颜色，可以使婴

幼儿精神振奋; 深蓝色属于消炎颜色，可以给婴幼儿

安慰和安抚［13］。
婴幼儿对于外界事物的最初认识有相当一部分

是通过图案，所以在服装中加入图案对婴幼儿的发

展有着一定的作用，而且不同设计样式的图案对婴

幼儿的发育有着不同的影响，例如几何形图案，可以

为婴幼儿了解点、线、面的关系，对未来认识更多的

空间关系打下基础，对婴幼儿的形象记忆力、空间思

维能力以及想象力会有促进作用; 夸张图案，对婴幼

儿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有着激发作用［14］。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动画教育也起到了一定

的影响，婴幼儿从动画片中学到一些知识和为人处

世的方法，如小猪佩奇、巧虎儿歌、米奇妙妙屋等。
这些动画人物对婴幼儿的吸引力极大，所以在选择

婴幼儿服装的图案是可以采用卡通人物，通过卡通

人物来刺激婴幼儿去回忆卡通故事内容，促进婴幼

儿记忆力、想象力及思维的发展。
婴幼儿对于自然世界有着极大的好奇心，通过

自然生物图案可以让婴幼儿走进自然，感受自然，不

仅对婴幼儿的审美有着重要影响，还能将婴幼儿的

好奇心转化为对大自然的探索欲望，促进婴幼儿发

现和观察能力，但婴幼儿比较“自我”，他们只对自

己喜欢的感兴趣，只能从自身的角度或以自己的感

觉为中心去观察和体验，并将此推及万事万物，甚至

把主体的感觉、情感、想象等投射、幻化到对象身

上［15］。他们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例如他们画

的汽车可以由几个长方形和圆圈组成，这是因为婴

幼儿的思维还无法把事物的具体内容记入大脑，正

因为这样，对于服装来说吸引婴幼儿注意力可能是

服装的一部分，所以婴幼儿的心灵感受、细节的处理

在设计婴幼儿服装时应被足够的重视［16］。在引用

自然界中生物的时候要从婴幼儿的角度出发可以将

其卡通化，以此引起婴幼儿的兴趣。婴幼儿服装图

案也可以通过面料肌理来体现，比如刺绣、镂空、抽
纱、填充、编织、缝纫等。婴幼儿时期正是想象力非

常丰富的阶段，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在不断的扩展和

充实，因此这些变化万千的图案对培养孩子的想象

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其他形式的功能性

亲子装主要是家庭成员服装在款式、色彩和图

案等上面体现出共性，但又不失个性，给人整体感。
亲子装设计更多的是对婴幼儿的情感呵护。

婴幼儿对情感的感受会影响其心理的发展。家

人与孩子的亲密相处，悉心地关心和照顾，可以让婴

幼儿在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都有满足感。这时婴幼

儿会知道自己是被人喜爱的，便会对爱他的人产生

信任，随之形成依恋。因为有了可依恋的人或物，婴

幼儿就会有安全感，这样他们就能够在满足、坦然、
愉快的基础上去探究外界环境，但现代社会生活节

奏快，工作负荷大，导致家长陪伴婴幼儿的时间并不

多，久而久之，与孩子之间就比较容易出现距离感，

所以亲子装可以让家庭成员之间感觉到更亲密，在

外人看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大家庭，是鲜明的形象

标志，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可以很明显的联系起来，而

这种效果是单纯的男装、女装或婴幼儿服装都无法

表达的，而且亲子装还可以对婴幼儿的家庭观念与

审美意识起到培养和促进的作用，可以使婴幼儿从

心理上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增加婴幼儿的自信心和

信赖感［17］。

5 结束语

在人们消费水平日益提升的状况下，对婴幼儿

服装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在设计服装时

应该充分考虑婴幼儿生理和心理特征，在婴幼儿服

装中加入相应的功能性设计，使其能够更加符合婴

幼儿的穿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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