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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3D 数字模拟的现代韩服改良技术分析

刘金梁
(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15001)

摘 要: 韩服是受我国蒙古服和汉服影响的朝鲜族民族服饰，作为一款民族服饰其内在的气韵、行制和结构都

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文章探讨了现代韩服结构设计与改良技术，根据服装 3D 数字模拟技术进行韩服的穿着模拟

试验，以测试韩服的和体性和舒适性，由此提出韩服改良技术方向和开发设计建议，可为我国民族服装款式与结构

设计提供一个新方法，为服装行业发展民族服饰提供参考，有助于相关的文化企业弘扬我国少数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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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technical analysis of modern hanbok based on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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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bok is the korean ethnic costumes influenced by mongolian clothing and hanfu． It' s
inherent artistic conception，line system and the structure have a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 This paper
discusses modern hanbok structural design and improvement technology with sds-one-3D choth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furthermore， groundbreaking proposed by improved technical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design suggestions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test of hanbok fitness and
comfortability． It also can be used for garment design and structure design to provide a new approach，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choth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ress and enrich ethnic
cultur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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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民族服饰中，韩服是受中国汉服和蒙

古服饰的影响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传统服装［1］。
由于韩剧的广泛传播，韩服在东南亚以及欧美都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有些地区甚至以穿着韩服为时

尚，但在中国，由于韩服的平面裁剪、款式结构以及

面料选择等方面都没有进行优化，以至于朝鲜族人

都很少穿本族服装，民族文化消失殆尽，传承遇到很

大困难。本文通过对韩服的结构变化及其规律进行

研究，利用服装 3D 数字模拟技术进行三维立体模

拟试验，测试现代韩服的和体性和舒适性并对其作

出评价，为现代韩服的设计与开发提供建议。基于

对现代韩服改良技术的分析，不仅可为业界对该领

域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路径，亦可为服装行业发

展民族服饰提供决策参考，有助于相关文化企业弘

扬我国少数民族文化。

1 韩服结构变化及其特点

1. 1 韩服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半岛被分成了朝

鲜与韩国 2 个国家，领地的划分使得没有固定名

称的古朝鲜传统服饰有了自己的名字，同时由于

韩国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且在全球的影响力也

较为突出，所以国际上统称朝鲜族的民族服饰为

“韩服”［2］。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影响下，韩服

是融合朝鲜族自身民族特点演变而来的服饰。现

代韩服特指李氏朝鲜时代定型的民族衣装，并且

因为实用性、美观性、创新性等原因又有了一些较

大的改动，在保持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设

计，使其更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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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韩服结构特点
早期的韩服由于受汉服的影响，行制上采用上

下连裁结构［3］，以 160 /84 A 为中间体参照对象，成

衣规格尺寸见表 1，早期韩服基础纸样见图 1。服装

整体以上窄下宽的 A 字型为主，类似于中国传统服

饰纸样，从上而下门襟对开贯通，采用“右衽交领”
的结构，系带在胸前正中，即左侧衣襟由上而下在下

部覆盖住右侧的衣襟形成“右衽交领”的标志性结

构; 系带使用左右对称的结构，左腋下和右衣襟相互

交织，右腋下和左衣襟相互交织，使服装整体结构紧

密稳固。韩服袖子具有独特的结构，既宽又长，宽袖

的结构和胸宽的结构相互呼应，凸显了整体上浑然

一体，穿着者气度也由此表现出来。此外，长袖采用

深衣的行制，垂手时袖长至手尖，与衣长一样，袖长

和衣长将人体基本覆盖，这种“上不露手下不露脚”
的服装结构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没有界限”的设

计思想。

表 1 成衣规格尺寸 cm
尺寸号型 衣长 腰围 袖长 袖窿深

160 /84 A 110 90 58 19

2 韩服结构设计

2. 1 对称结构
韩服与汉服的结构设计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崇

图 1 早期韩服基础纸样

尚相对自然、平衡的结构设计［4］。因此，早期的韩

服采用上下连裁形成了左右对称的结构，从领子、门
襟、腰线以及下摆都采用宽松对称的结构设计方法。
受西方服饰结构设计的影响，韩服对称结构也发生

了变化，见图 2。其中门襟条由图 2 ( a) 直线形变成

图 2( b) 平滑的曲线，门襟条曲度弯转与腰线分离，

交点转移到侧缝，腰线消失，使韩服整体由左右对称

转为局部对称。由此，韩服的对称结构发生一系列

的变化，门襟条结构线从直线变为曲线，再到现代韩

服利用左右 2 门襟直领变化为左直领右交领的不对

称结构( 图 2 ( c) ) 。由此可知，韩服结构整体上是

从左右对称过渡到局部对称，再转变为不对称的结

构设计。

图 2 韩服对称结构变化

2. 2 领型结构
领型结构是韩服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早期韩服

运用的是局部对称中的交领结构［5］，图 2( a) 右门襟

被覆盖在底部的右衽是经常运用的交领结构，交领

结构门襟从上至下根据交衽的上下顺序分为左衽和

右衽，交叉相叠于腰节线附近，门襟宽度是交领结构

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对于局部对称，直领结构是左

右对称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左右 2 片门襟线顺直

于前胸，相对于中心线呈左右对称结构; 除了交领和

直领，圆领也是韩服经常运用的领型，圆领结构分为

3 道结构线，形成 2 环，领子开口呈半圆形，前领深

度是影响圆领外观的关键因素，由于圆领结构的包

容性强，亦是韩服常用的领型。
2. 3 袖子结构

大部分韩服袖子结构是根据领型的变化而相应

的改变，运用展平 T 字型连裁的制作工艺。袖子结

构是改善韩服着装风格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袖肥

在韩服的外观性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大袖又称为宽

袖，运用大弧度的袖边线，在袖口处弯曲度到达最

大，这样的结构设计使袖子结构中心整体下移，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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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子最为飘逸的结构设计［6］。随着现代韩服结构

采用略修身设计，使腰围显得非常贴身，而下装变得

很短而且紧身。因此，现代韩服袖子的袖肥和袖口

宽变得越来越小，到后期袖子纸样的袖山高尺寸也

逐渐变小。统观韩服袖子结构变化的整个历程，可

知韩服袖身在宽窄之间交替变化。

3 现代韩服和体性和舒适性技术分析

在韩国，韩服在继承原有传统服饰元素的基础

上加以改造和创新，以促进其不断传承，也得到了普

遍认可［7］。但是，韩服在中国遇到了和体性和舒适

性 2 方面的困境，本文以上述结构设计为依据，通过

对韩服款式结构改良创新和面料材质的优化，使朝

鲜 族 传 统 服 装 能 满 足 现 代 人 对 高 品 质 服 装 的

要求［8］。
3. 1 试 验

试验材料: 采用全棉、仿 真 丝，涤 /棉 ( 65 /35 )

3 种常用面料设计制作双层结构韩服。
试验方法: 将韩服穿着于 165 /88A 人体模型

上，通过 sds － one － 3D 数字模拟技术，测试人体模

型皮肤表面压力和织物内空气压力。
3. 2 和体性研究

提出假设 P0 : 韩服版型对皮肤表面压力大小没

有显著影响; 备择假设 P1 : 韩服版型对皮肤表面压

力大小有显著影响［9］。首先设置本次测试的显著

性水平 θ 为 0． 5，其中 W1 为假设统计值的变量，

S-value 是为了测试检验 W1 的统计值，W1 的临界取

值是给定显著水平 θ1 下的临界值［10］，用颜色 5 级

量表来表征，红色为 5 级表示压力大，绿色为 3 级表

示压力中等，蓝色为 1 级表示压力小［11］。通过测试

不同版型仿真丝面料韩服对皮肤表面的压力来检验

假设 P0 和 P1，不同版型韩服合体性测试见图 3。由

图可知，宽松型、标准型和修身型韩服对人体关键部

位的压力级颜色分别呈现蓝色、绿色和红色，可以得

出宽松型、标准型和修身型 3 种版型的韩服随着版

型的缩小，皮肤表面压力级数也随之增大，呈相关反

比关系，因此，皮肤表面压力逐渐减小的和体性韩服

版型是未来研究和发展趋势。
3. 3 舒适性研究

韩服舒适性测试与和体性测试类似，采用对

全棉、涤 /棉( 65 /35 ) 、仿真丝面料制作的同款韩服

测试织物内空气压力，织物舒适性测试结果见图

4。由图可知，全棉织物对人体关键部位的空气压

力是蓝色，是各种织物中压力最小的; 涤 /棉 ( 65 /
35 ) 织物对关键部位空气压力是蓝绿色交替，处于

图 3 不同版型韩服合体性测试

中间水平; 仿真丝织物对关键部位空气压力呈较

大的红色，3 种面料韩服织物内空气压力递增，说

明全棉和涤 /棉 ( 65 /35 ) 面料吸湿透气性良好，仿

真丝面料吸湿透气性差，而目前大多数韩服都采

用仿真丝面料，这是韩服舒适性普遍较差的主要

原因。因此，韩服面料的选择是舒适性改良的关

键，通常可以根据服装外观特点，选择涤 /棉混纺

或全棉面料。

图 4 织物舒适性测试

4 结束语

当今社会处于信息快速更迭的移动互联网时

代，所接触的异域文化越来越多。对于处在中西方

文化碰撞中的民族服装来说，可以借鉴韩服结构设

计，根据现代人对民族服饰和体性和舒适性的个性

化需求，结合 3D 数字模拟技术进行优化、改良与创

新，使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服饰得到进一

步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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