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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为元编著的《工业用女装制板米式原型》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介绍服装结构设计方法的实用技术
书。

作者从服装设计师的审美角度，凭藉自己丰富的服装设计、制板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博取众
长，批判吸收了我国基型法和日本工业原型法两者的长处和优点，并结合了作者长期来潜心研究的成
果，独创了一种科学合理、通俗易懂的新型结构设计法——米式工业原型。

米式原型是建立在对人体的彻底研究、立体裁剪的校验、几何归纳与演绎，数学推导和长期生产实践
基础之上的。
它以人体立体状态为根本，采用几何展示的变化原理和法则为手段，推导出各种服装种类的服装原型
，并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每一服装种类的原理、应用方法及实例演示。

本书不但对传统原型作了大量理论总结，还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服装结构理论。
本书理论知识全面系统，理论分析清晰透彻，方法简便，适用性广。

《工业用女装制板米式原型》适用于具备一定服装制作、制板经验的专业人员，更适用于大中专服装
院校的专业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业用女装制板米式原型>>

作者简介

　　陈为元　　197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　　1995年无锡轻工业学院服装设计专科毕业。
同年任红豆集团服装设计师，次年任中国耶莉娅服装集团首席服装设计师　　兼女装制板总监　
　1997年从师日本著名制板师佐藤典子女士学习女装制板　　2003年担任意大利女装品牌诺贝塔制板
总管　　2004年创办上海米贝服装设计公司，米贝刺绣连锁店　　2005年任东华大学服装学院立体裁
剪讲师　　朱达辉　　高级服装设计师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讲师　　全国纺织高职高专服装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服装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专家评审委员　　参编：　“服装技术手册”，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　　丛书副主编：上海市服装设计专业职业　　资格考试教材《服装设计
》、《服装制板》、《服装工艺》等初、中级共六本），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业用女装制板米式原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米式原型的制图基础
  第一节  制图规则与符号
  第二节  制图工具
  第三节  服装号型系列
第二章  服装与人体
  第一节  人体体型特征
  第二节  人体测量
第三章  米式基础原型
  第一节  米式原型衣身结构线和轮廓线名称
  第二节  箱式米式原型
  第三节  米式原型劈胸和劈背
  第四节  胸腰米式原型
  第五节  胸臀贴身式米式原型
  第六节  胸臀普通米式原型
  第七节  运动式米式原型
  第八节  有胸省针织类米式原型
  第九节  无胸省针织类米式原型
  第十节  胸圆
  第十一节  内衣类米式原型
  第十二节  省道的转移
第四章  外套米式原型
  第一节  有背中缝四开身外套米式原理
  第二节  有背中缝三开身外套米式原理
  第三节  无背中缝外套米式原型
第五章  米式原型袖
  第一节  米式原型袖结构线和轮廓线名称
  第二节  衣袖的分类
  第三节  圆装合体袖
  第四节  连体合体袖
第六章  米式原型领
  第一节  米式原型领结构线和轮廓线名称
  第二节  领的分类
  第三节  领的结构制板
第七章  褶裥和波浪的构成
  第一节  褶裥的基本种类和作用
  第二节  波浪的基本种类和作用
第八章  米式原型的应用原理
  第一节  针织类米式原型的应用原理
  第二节  梭织类米式原型的应用原理
第九章  米式原型的综合应用
  第一节  针织类的综合应用
  第二节  梭织类的综合应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业用女装制板米式原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以人为本”进行各种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就
是说，人的因素，在整个产品的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产品设计的基础。
只有把人和所要设计的产品视为一个统一的系统加以考虑，才能使设计的产品发挥最佳的使用效果。
现在，不论在建筑业、汽车业、医疗卫生业还是服装业等，这一点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这就是当今“人体工程学”所研究的范畴。
作为服装业，在进行服装设计和生产时要充分考虑人体的特点：易穿性、安全性、美观性等等，服装
和人体应合理匹配。
也就是说服装和人体体型就更具有鱼水不分、唇齿相依的关系。
众所周知，一件服装性能的优劣，最终是要在人体上进行检验和评价的。
服装穿在人身上应该感到舒适，在体现人体美的基础上，应能祢补人体的不足，并对身体起到应有的
防护作用。
要实现这些功能就必须对人体有详细的研究和认识，掌握人体研究的数据，以此为依据进行服装款式
和结构的设计。
1.总特征人体大体可分为头、颈、躯干、四肢四部分。
从组织构造上分骨骼、肌肉、皮肤等，它们是决定人体体型的基本因素。
其中躯干包括胸、腹、背等部位；上肢包括上臂、肘、前臂、腕、手等部位；下肢包括胯、大腿、膝
、小腿、踝、脚等部位。
肌肉附于骨骼和关节之上，人体靠肌肉的收缩牵动骨骼产生动作。
另外，肌肉是人体形态的决定因素，肌肉发达使体型健壮丰满，干瘪使体型瘦弱平坦。
脂肪的多少，对人体的体型也有很大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女性的皮下脂肪厚于男性。
在女性肌肉不如男性发达的情况下，加上脂肪厚于男性，因此女性体表曲线更流畅，更圆滑。
2.男女体型差异从外表来看，男性比女性的骨骼结构大，骨头粗而健壮。
男性全身肌肉发达，皮下脂肪少，肌肉轮廓明显；女性骨骼细，皮下脂肪比男性多，体表曲线起伏平
缓，形成曲线美。
男女体型差别主要在躯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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