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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业样板设计实训教程》

前言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打破了专业知识的纵向完整的体系
，按照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课程设计要求，将相关知识进行横向构建。项目课程的产品从简单到
复杂，从单一到综合，将各个工作任务的学习内容分步进行编写。本书主要突出以下几个特点：（1
）该门课程以培养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样板制作、服装排料与裁剪、服装工艺设计等能力为基本目标
，彻底打破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紧紧围绕工作任务完成的需求来选择和组织教学内容，突出工作任
务与知识的联系，让学生在职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掌握知识，增强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的相
关性，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2）实训任务选取的基本依据是该门课程涉及的工作领域和工作任务
范围，同时遵循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规律，紧密结合职业资格证书中相关考核要求，确定本课程
的实训任务模块和实训内容。为了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思想，每一个实训都有具体的工
作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具体步骤。（3）每一个综合实训都是将工作任务作为学习的中心，实现了学习
内容与企业实际运用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同步，学习与就业的同步。（4）书中大
部分案例来自于企业生产第一线，体现地区产业特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书中配有多媒
体学习光盘，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本书共有十八个实训项目，内容包括服装工业制板基础实训、来单
制板实训、驳样制板实训、设计图制板实训等。其中，实训一、实训二、实训三、实训十、实训十五
及第四章的实训常见问题分析由彭立云编写，实训九、实训十一、实训十二、实训十三及实训十四由
王军编写，实训四、实训十八由陈伟伟编写，实训十六、实训十七由季小霞编写，实训六由周忠美编
写，实训七由刘辉、史蓓编写，实训八由朱晓炜编写，实训五由季菊萍、周忠美编写。全书由彭立云
统稿。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的各级领导、服装实训室顾美华老师、南通纺
联服装有限公司胡美兰师傅、湖南师范大学欧阳心力教授、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的高亚晴、姜炜炜
、张柳燕、赵颖、坎晓宇等同学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
在错误和疏漏，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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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业样板设计实训教程》

内容概要

《服装高等教育"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服装工业样板设计实训教程》内容以工作过程为
导向，将服装制板相关知识进行横向构建。书中大部分案例来自于企业生产一线，按照项目课程的产
品，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
《服装高等教育"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服装工业样板设计实训教程》共分18个实训项目
，具体内容涵盖服装工业制板基础实训、来单制板实训、驳样制板实训、设计图制板实训。实训将工
作任务作为学习的中心，实现了学习内容与企业实际运用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同步。内附光盘
，包含丰富的多媒体课件。可作为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服装专业学生及各类服装教育培训机构学员
的教材，也可供广大服装爱好者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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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立云：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服装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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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服装制板基础实训
一 基础连衣裙样板制作
二 省道转移方法与应用
三 衣领结构设计
四 衣袖结构设计
第二章　来单制板实训
一 企领泡泡短袖女衬衫制板
二 船长服女上装制板
三 无袖连身立领旗袍制板
四 男装线卡贴袋长裤制板
五 鱼尾裙制板
第三章　驳样制板实训
一 双排扣女外套制板
二 花边领女衬衫制板
三 立领套头女衬衫制板
四 门襟抽褶女衬衫制板
第四章　设计图制板实训
一 偏门襟女衬衫制板
二 韩版女风衣制板
三 企领女外套制板
四 青果领女外套制板
五 弯弧领女外套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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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训一.基础连衣裙样板制作一、实训目的（1）熟悉女装原型各部位名称。（2）会制作女装原型样板
。（3）会运用女装原型样板制作基础连衣裙样板。（4）会缝制试样及修改样板。二、实训工具和设
备（1）GC系列平缝机、人台、打板桌。（2）缝纫线、服装面料。（3）牛皮纸、直尺、6字曲线尺、
铅笔、锥子、剪刀、大头针、梭芯、梭壳。三、实训任务（1）绘制 1 ：1女子上衣原型及裙原型样板
。（2）利用女子上衣原型及裙原型样板，完成 1 ：1有腰线基础连衣裙样板制作。（3）完成有腰线基
础连衣裙的缝制试样及样板修改。（4）做好实训过程记录、实训总结并填写实训报告单。四、实训
过程（一）女装原型制作1.尺寸测量女子上装原型需测量的基本尺寸是胸围、背长和臂长，下装原型
需测量的尺寸是腰围、臀围和膝长。测量方法如图 1-1所示。（1）胸围。用软尺过乳峰点，不松不紧
水平环绕胸部围量一周。（2）背长。自后颈中点量至腰围线的距离。（3）臂长。自肩峰点经肘部量
至尺骨茎突点的长度。（4）腰围。将软尺环绕腰部最细处，不松不紧水平环绕围量一周。（5）臀围
。在臀部最丰满处，不松不紧水平环绕围量一周。（6）膝长。从腰围线量至膝盖中点。此长度常用
来决定裙长。图 1-6.对合点位置及袖窿弧长确定图 1-7.袖原型各部位尺寸分配（3）绘制裙原型。绘制
裙原型时，首先要测量出裙长、腰围、臀围的净尺寸，如图 1-1所示；然后设计腰围和臀围的放松量
；画出裙原型辅助线框架，如图 1-8所示，最后完成裙原型结构图，如图 1-9所示。图中的腰围、臀围
均为净腰围和净臀围，制图时应加松量，臀围加 4cm松量，腰围加2cm松量。图 1-8.裙原型基本框架尺
寸分配图 1-9.裙原型结构图（二）有腰线基础连衣裙样板制作运用原型制作基础连衣裙。原型绘制时
，在整个衣片中加入了 10cm的松量。这个量主要是考虑到人体的静态呼吸量、基本动态活动量和装袖
后的穿着舒适性松量，因此运用原型制作基础连衣裙时无须再加松量。为了适应人体后背肩胛骨的突
出，原型的后肩线比前肩线加大1.5cm，这个量处理成为后肩省。原型绘制时，腰部有较多的浮余量，
在制作合身型基础连衣裙时，在腰部留 4cm松量后，多余的浮余量处理成前后腰省。由于女性前胸丰
满，为了使得侧缝线美观，腰部前片大于后片2cm。裙子省道位置应和上衣省道位置对齐。衣身及裙
制图如图 1-10所示。图 1-10.基础连衣裙衣身制图因为样板上的省比较多，故衣身与裙片上，要以省道
合并状态连顺样板线条，如图 1-10所示；确认领口弧线、袖窿弧线、前后衣身肩线及对合处线的连接
情况是否良好；前后片对合后画顺腰围线；袖窿弧线前后结合处也要画顺。加入对位记号（袖窿与袖
山、省位、前后裙片侧缝、折边处），省尖打孔；在各片样板上加入丝缕线、衣片名称、号型等，完
成样板制作，如图 1-11～图 1-15所示。图 1-11.裙腰部弧线的画法图 1-12.衣身腰部弧线的画法图 1-13.
衣身样板制作图 1-14.裙样板制作图 1-15.一片合体袖制图及样板制作（三）有腰线基础连衣裙的样衣
制作1.排料裁剪有腰线基础连衣裙的排料图如图 1-16所示。图 1-16.有腰线基础连衣裙的排料图2.成品
展示有腰线基础连衣裙的成品展示如图 1-17所示。图 1-17.有腰线基础连衣裙成品展示五、实训常见问
题分析1.基础连衣裙质量要求在静止状态下观察，前后中心线应竖直；腰围线、底边线应水平；各部
分尺寸（裙长、袖长、背长）、各横向围度（胸围、腰围、臀围、袖宽）松量符合要求；装袖圆顺，
如图 1-18所示。图 1-18.基础连衣裙试装检查示意图2.质量问题及原因分析在实训过程中常见一些质量
问题，如图 1-19所示为使用原型上衣纸样及原型裙纸样制作出来的基础连衣裙成品图。从成品展示图
中可以看出，右袖不美观，从前身看，衣身袖窿处有褶皱，袖身有凹痕，且往外张；从后身看，袖子
褶皱很多，非常不美观。原因分析：仔细检查试装效果，发现袖山高不够，装袖时吃量不够，经测量
只有 1.5cm的吃量，缝制时又使得前衣片袖窿有吃量，导致前衣片袖窿附近衣身起皱，如图1-19（a）
右袖所示。改进措施：仔细检查样板，发现袖片制图时，后袖山斜线长为后AH，因而导致袖山弧长
不够，经重新调整为&ldquo;后 AH+1&rdquo;，袖山吃势总量达到2.5cm，袖子外形明显改观，如
图1-19（a）左袖所示。从试样中还可以看出，后中心绱拉链处，衣身有少许皱痕。原因分析：后中心
绱隐形拉链时，面料放下层，拉链放上层，缝制时面料有少许吃势，造成后衣身绱拉链处有少许皱痕
。改进措施：可在衣身后中心绱拉链处烫少量黏合衬，缝制时带紧衣片，不使其有吃势。从图1-19（c
）中还可以看出，装袖时容易造成吃势分布不合理的问题，袖山顶点附近吃量偏多，导致袖山顶点附
近出现褶痕。改进措施：装袖时做好对位标记，严格控制各部位吃量。图 1-19.基础连衣裙试装图为了
取得良好的着装效果，连衣裙的肩宽在原型的肩宽上两边各减少0.5cm，腰省省尖偏离 BP点 2～3cm，
如图 1-20所示。图 1-20.基础连衣裙样板修正3.小结在缝制样衣之前一定要进行样板的校对 ，包括 ：缝
合边的校对；样板规格的校对；检验是否符合样衣或款式图；里料样板、衬料样板、工艺样板的检验
；样板标记符号的检验等。试样后，仔细检查成衣效果，对不合理部位进行样板修正。实训二.省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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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方法与应用一、实训目的（1）会运用省道转移方法进行服装结构设计。（2）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
学能力。（3）在学习过程中培养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二、实训工具和设备（1）GC系列平缝机
、打板桌。（2）缝纫线、手缝针、大头针、白坯布。（3）牛皮纸、直尺、6字曲线尺、铅笔、剪刀、
梭芯、梭壳。三、实训任务（1）利用本文中提供的图文，边学边练如图 1-25~图 1-37所示的省道转移
方法。（2）通过查阅参考资料，小组合作，完成如图 1-21所示的上衣衣身制图，并通过立裁展示作
业。要求：①完成 1 ：5上衣衣身结构制图。②完成 1 ：1上衣衣身样板制作、立裁展示及样板修改。
③做好实训过程记录、实训总结，填写实训报告单并准备汇报交流。图 1-21.实训作业图示四、实训过
程1.认识省道的种类及结构省道按部位分可分为领口省、肩省、袖窿省、侧缝省、腰省、门襟省等，
省道的种类如图 1-22所示。省道还可以相互连通连省成缝或其他结构，如图 1-23所示。图 1-22.省道的
种类图 1-23.省道的结构2.省道转移方法--旋转法通过旋转转移省道如图 1-24所示。图 1-24.省道转移方
法3.省道转移应用利用文中提供的步骤和方法完成图 1-25~图 1-37的结构制图。图 1-25.有侧缝省及腰
省的短上衣图 1-26图 1-26.门襟省与袖窿省连通的短上衣图 1-27.肩省与腰省连通的短上衣图 1-28.领口
省与腰省连通的短上衣图 1-29.肩省与门襟省连通的短上衣图 1-30.袖窿省与腰省连通的短上衣图 1-31.
门襟部分抽褶短上衣图 1-32.省道与分割线相结合的短上衣图 1-33.肩育克抽褶短上衣图 1-34.育克抽褶
短上衣图 1-35.纵向分割抽褶短上衣图 1-36.省道与抽褶相结合短上衣图 1-37.吊带短上衣4.腰育克衣身结
构制图腰育克衣身结构制图如图 1-38～图 1-40所示。图 1-38.腰育克衣身结构设计图 1-39.前片省道转移
变化图图 1-40.后片省道转移变化图五、实训常见问题分析在实训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不
能正确审视款式图，导致结构制图时，不能正确地进行省道转移，从而使得服装板型不合理。图 1-42
与图 1-44均为图 1-41所示服装的结构制图，两者比较可以看出，图 1-42腰图 1-41.有公主线和肩省的短
上衣图 1-42.有公主线和肩省的短上衣结构设计一节线以下至下摆，结构不正确，图 1-44腰节线以下省
道绘制正确，并将省道进行了合理转移。图1-46（a）所示立体展示图对应的结构制图为图1-44，图
1-46（b）所示立体展示图对应的结构制图为图1-42。从服装立体展示可以看出，图 1-46（b）所示服
装门襟出现豁开现象，且腰节以下部位不服帖。图 1-43.结构设计一对应的省道转移及衣片分离图图
1-44.有公主线和肩省的短上衣结构设计二图 1-45.结构设计二对应的省道转移及衣片分离图图 1-46.有
公主线和肩省的短上衣立体展示图 1-48与图 1-49均为图 1-47所示服装的结构制图，两者比较可以看出
，图1-49、图 1-50结构制图正确，板型合理。图 1-47.腰育克短上衣图 1-48.腰育克短上衣结构设计一图
1-49.腰育克短上衣结构设计二图 1-50.结构设计二对应的省道转移及衣片分离图实训三.衣领结构设计
一、学习目标（1）会运用原型进行衣领结构设计及制作。（2）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学能力。（3）在
学习过程中培养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二、实训工具和设备（1）GC系列平缝机。（2）面料若干
。（3）牛皮纸、直尺、6字曲线尺、铅笔、剪刀、梭芯、梭壳、缝纫线。三、实训任务（1）利用本文
中提供的图文边学边练如图 1-54～图 1-72所示的衣领结构设计。（2）通过查阅参考资料，小组合作完
成如图 1-51所示的衣领制图、衣领立体展示及调板作业。要求：①完成 1 ：5衣领结构制图。②完成 1 
：1衣领样板制作、衣领立体展示及调板。③做好实训过程记录、实训总结，填写实训报告单并准备
汇报交流。图 1-51.实训作业图示四、实训过程1.认识衣领结构种类衣领分为立领、平领、翻驳领、翻
折关门领、帽领、组合领及垂褶领等，如图 1-52所示。图 1-52.衣领结构分类2.认识衣领结构名称衣领
结构名称如图 1-53所示。图 1-53.衣领结构名称3.衣领结构制图衣领结构制图如图 1-54～图 1-72所示。
图 1-54.关门领结构制图图 1-55.西装领结构制图图 1-56.组合领一结构制图图 1-57.组合领二结构制图图
1-58.青果领结构制图图 1-59.帽领结构制图图 1-60.合体帽结构制图图 1-61.旗袍领结构制图图 1-62.低立
领结构制图图 1-63.原身出立领结构制图图 1-64.连袖立领结构制图图 1-65.分割立领结构制图图 1-66.原
身出领结构制图图 1-67.连立领结构制图图 1-68.平领结构制图图 1-69.垂褶领结构制图图 1-70.波浪领结
构制图图 1-71.垂褶领结构制图图 1-72.环浪领结构制图五、实训常见问题分析在实训作业中，普遍存
在以下问题：没有正确审视效果图，对衣领与颈部之间的关系、衣领与衣身领口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
。如图1-73、图 1-74所示的立领结构制图中，错误地认为该衣领为常规立领与衣身部分领口的拼接，
实践一下就会知道，衣身部分领口的弧度与立领下口线的弧度是不一致的，无法拼接。在立领实训作
业中，经常发现衣领上口线松度不够，造成衣领贴紧颈部并出现一些褶皱，如图 1-77（a）所示。主要
原因是领下口线倒伏起始点选择不正确，导致衣领上口线偏短，产生不合体现象，如图 1-75所示。如
图 1-76所示，如果将衣领下口线倒伏起始点选择为 A点后，立领上口线的松度得到改善，褶皱现象立
即消失，如图1-77（b）所示。图 1-73.立领实训作业一图 1-74.立领结构制图图 1-75.立领实训作业二图
1-76.立领实训作业三图 1-77.立领实训作业立体展示在凤仙领实训作业中，普遍存在领上口线松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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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如图 1-78为凤仙领的制图方法之一，其立体展示效果如图1-80（a）所示。从立体展示效果上
看，领上口线明显存在松度不够的问题，达不到凤仙领的效果。如果将翻领上口线通过切展的方法加
大其长度，如图 1-79所示，同时将领口开宽1.5cm，其立裁展示如图1-80（b）所示，效果立即得到改
善。图 1-78.凤仙领实训作业一图 1-79.凤仙领实训作业二图 1-80.凤仙领实训作业立体展示实训四.衣袖
结构设计一、实训目的（1）会运用原型进行衣袖结构设计及制作。（2）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学能力
。（3）在学习过程中培养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二、实训工具和设备（1）GC系列平缝机、人台
、制板桌。（2）缝纫线、手缝针、大头针、白坯布。（3）牛皮纸、直尺、6字曲线尺、铅笔、锥子、
剪刀、梭芯、梭壳。三、实训任务（1）边学边练如图 1-88～图 1-110所示的衣袖结构设计。（2）小组
合作，完成如图 1-81所示的衣袖制图及成衣作业。要求：①完成 1 ：5衣袖结构制图。②完成 1 ：1衣
袖样板制作及衣袖缝制作业。③做好实训过程记录、实训总结，填写实训报告单并准备汇报交流。图
1-81.实训作业图示&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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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想买很久了 今天终于买了  好啊  是我想要的 一直想要
2、挺好，实际应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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