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3  中老年女性衣片腹省结构

3  结  论

  1中老年女性前胸部乳房下垂 后背部弯度 !

后颈锥曲度增加 其衣片样板前长与后长差值比青

年女性减小 乳下度尺寸 !后领圈高度值增加 ∀

1在衣片前后胸腰放松量一致的条件下 中老

年女性腰省量及省量前后差占总省量的比例均小于

青年女性 ∀由于上半身胸腰部形态差异 中老年女

性与青年女性衣片各部位腰省量相比 省量差异最

大的是后腰省 其次是前腰省 !后背中省 ∀

  1中老年女性因腹部突出 腰线以下衣片部分

结构设计与青年女性有所不同 ∀研究结果表明 中

老年女性腰线以下衣身纸样围度上必须考虑腹围尺

寸 长度上须在前衣片前中底摆处增加腹凸量约 

∗  以保持底摆水平 ∀对于臀部有合体要求的

中老年服装 在衣身纸样中出现中老年体型特有的

腹省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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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立体裁剪知识的虚拟衣片缝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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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一种基于立体裁剪知识的虚拟衣片缝合方法 即通过在虚拟人台上确定定位点 !定位线 引入衣片属性转换及中间件

) ) ) 虚拟衣壳的概念 以实现 ⁄衣片到 ⁄的映射 来完成虚拟缝合 ∀该方法在设计的模拟系统中已得到应用和验证 ∀

关键词 虚拟技术  服装设计  缝合技术  人台  计算机辅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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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计算机辅助技术是当前数字化服装技

术的热点 其关键技术之一就是虚拟服装缝合技术 ∀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 ⁄服装模拟缝制的实现主要

基于织物的物理模型 例如 文献≈ 采用弹性变

形模型 文献≈采用能量方法 文献≈ 采用了经

典的质子 弹簧模型 文献≈提出了基于正则栅格

法思想的四边域网格剖分算法 ∀这些方法均基于织

物的物理模型 引入力和能量等物理量 将织物各部

分运动化作在各作用力下的质点运动 以此模拟织

物的空间状态≈ ∀上述方法分别对 ⁄服装造型技

术及衣片的虚拟缝合作了积极探索 ∀

立体裁剪技术是借助标准的人台进行服装结构

设计的方法之一 ∀特别适合设计与表现合体类的服

装 亦能较好地体现着装的立体效果 其基础是具有

一定定位线的人台 ∀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立

体裁剪知识的虚拟服装缝合方法 ∀

1  虚拟衣片缝合流程

  虚拟衣片缝合流程如图 所示 其主要过程借

鉴立体裁剪思想 ∀

具体步骤为 选择合适号型的虚拟人台 并在

虚拟人台上确定各定位线 !定位点 对 ⁄衣片进

行 ⁄处理 即衣片属性转换 构造中间件 ) ) ) 虚

拟衣壳 经 ⁄处理后的衣片 采用空间几何变换

技术映射到虚拟人台上 实现虚拟缝合 缝合顺

序 ∀以上装为例 一般为 前片 ) 后片 ) 左 !右袖片

) 领片 ) 其它部件 省道处理等 纹理光照处

理 着装显示 ∀

2  虚拟缝合与映射算法

211  虚拟人台的构建

  根据人体结构的特点以及参数化人台变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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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虚拟衣片缝合流程

要 采取在人体上上身定出 条关键曲线上颈

线 !颈围线 !肩围线 !上胸围线 !胸围线 !下胸线 !腰围

线 !腹围线 !臀围线 !基线 然后在每 层关键曲线

间进行曲线插值的方法 得到曲线参数化的人台 如

图 2  虚拟人台

图 所示 ∀人台表面有 层

关键曲线 每层曲线都由 

个型值点生成 ∀根据相邻 

型值点的距离 选用均匀 样

条曲线插值算法 将曲线上的

型值点变为 点 同时在层

间插值 得到  层曲线 ∀有

了这些曲线 就能生成所需的

人台曲面 并能保证视觉效

果 ∀由于采用的均匀 样条

曲线 使得计算工作量大大

降低 ∀

212  衣片属性转换

  不论是人工裁剪 而后由数字化仪读入 还是由

≤⁄系统设计而得到的衣片 都只具有二维属性 

不能直接在 ⁄虚拟人台上进行缝合和动态显示 ∀

故要实现虚拟样衣缝合 先要进行二维衣片三维化

处理 即衣片属性转换 ∀

所谓衣片属性 即描述衣片形状 !几何结构的信

息 如 衣片名称 省道位置 边的起点 !终点坐标 边

的名称等 ∀经过属性转换后的衣片 具备了定位 !缝

合的一系列信息 为衣片到人台的映射做好了前期

准备 ∀

213  构造中间件 ) ) ) 虚拟衣壳

  真实的着装效果中 衣服最终造型应符合人体 

同时衣服具有柔软性 所以设想构造一中间件 ) ) )

虚拟衣壳 把衣片支撑起来 建立衣服与人台的相互

联系 ∀具体做法如下 虚拟人台生成后 以其数据为

基础加上一定的富余量 生成/衣壳0 ∀然后 根据二

维衣片与衣片曲面的对应关系调整/衣壳0 并最终

形成 ⁄的衣片曲面 ∀衣片的缝合 可以通过设置

相同的型值点来解决 ∀例如 前后衣片的肩线位置

相同 对应型值点相同 映射后 自然/缝合0 ∀

/衣壳0由人台而来 所以衣壳上也事先定了人

台各部位对应的层 ∀如 第 层对应腹部 第 层

对应腰部 第 层对应下胸 第 层对应胸部 第

层对应上胸 第 层对应肩部 第 层对应颈

部 ∀这些数据是衣片缝合的基础 ∀

214  映射定位线的计算和衣片映射算法

  为了确定衣片与虚拟人台的映射位置 借助中

间件 ) ) ) /衣壳0 实现虚拟衣片缝合 ∀由于衣壳与

人台有着对应关系 可将衣片与衣壳进行对应 ∀不

同大小的衣片 映射到同一人台上 或同一衣片映射

到不同尺寸的人台上 衣服各部位与人体各部位的

对应关系是不同的 ∀所以对于不同的衣服要重新计

算在人台上的映射位置 ∀映射的目的是借助衣壳 

将衣片粘贴在人台的相应位置 ∀本文采用几何扫描

法确定衣片到衣壳的映射点 ∀

11  定位线算法  颈点定位线计算如下 ∀在提

供的二维衣片上获得领口的宽度 设为 Λ∀计算衣

壳上第 层到第 层样条长度的  ∀因为二维

衣片上的领口宽映射到衣壳上就是样条的一半长 ∀

设第 ι层样条长度的 为 Λ 第 ι2层为 Λ ∀当

Λ在 Λ和 Λ之间 如果 Λ更接近 Λ 那么颈点定

位线就在第 ι层 如果 Λ更接近 Λ 颈点定位线就

在第 ι2层 ∀如果找不到 Λ和 Λ 就把第 层样

条作为颈点定位线 ∀图 所示为计算颈点定位线的

流程图 ∀

图 3  程序流程图

11  衣片映射  

以领口部位映射为

例 Λ 为颈点定位

线长度的Π Λ如

图  所示 ψ 为从

颈点定位线到第 ι

层样条间所有样条

最前点的连线长度 

ψ为样片领口线上

的 ψ坐标的最大值 ∀

计算步骤 

用直线 ψ ψ  ψ去截衣服样片 与领口线

相交的两交点设为 αβ αβ之间距为ξα  ξβξ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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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α点的 ξ坐标 ξβ 为 β点的 ξ坐标 得比例系数 

Π 
ξα  ξβ 


≅

Λ
Λ

  在颈点定位线上的型值点中找出相邻 点 ϕ

和ϕ  如图 所示 ∀ϕ到最前点φπ的曲线距离为

ξ ϕ 到最前点φπ的曲线距离为 ξ 满足 ξ [ Π

[ ξ 则所求的三维数据点的 ξ坐标为 

πτ ξ  ξϕ 
π  ξ
ξ  ξ

 ξϕ  ξϕ

  在当前样条第 ι层上的型值点数据中找出

相邻 点 ϕ和ϕ  ∀ ϕ的 ξ坐标为 ξϕ ϕ 的 ξ坐标

为 ξϕ  满足 ξϕ [ πτ ξ [ ξϕ  那么 所求得三维数

据点的 ψ坐标 

πτ ψ  πτ ξ  ξϕ
ψϕ  ψϕ
ξϕ  ξϕ

 ψϕ

  三维数据点的 ζ坐标 πτ ζ 即为当前样条的

高度 ∀

图 4  前衣片 图 5  颈点定位线

215  调整及效果处理

  调整是指用二维衣片上除了边以外的信息来变

化所生成的衣壳 实现二维到三维的变换 ∀调整还

包括省道处理 !褶皱处理等等 ∀

以省道处理为例 如果在衣片某一位置上存在

省道 则衣壳需要进行省道处理 ∀省道处理中 首先

将衣片上存在省道的位置对应到衣壳的相应样条 

然后计算衣片上的省道宽度 ω∀如果衣壳上原样条

长度为 σ那么处理后的样条长度就是 σ ω∀省道

处理的任务就是通过缩放变换将样条变形为新的长

度 ∀衣壳上所有与衣片省道相对应的样条都进行过

类似处理后 就完成省道处理 ∀

衣壳调整后 依次进行衣领 !钮扣等的添加 光

照效果的处理 最终形成了一件穿在人台上的

   

合体的衣服 ∀图 所示为 片衣片映射的情况 ∀

图 6  衣片缝合示意图

3  结束语

  本文对虚拟衣片的缝合技术作了详细的分析和

研究 ∀文中详细描述了虚拟人台的建立 衣片属性

转换的过程 映射定位点 !定位线的计算 衣片映射

的算法 并提出了衣片属性转换及中间件 ) ) ) 虚拟

衣壳的概念 ∀在 ∂ ≤   1平台上 利用 

设计了一个虚拟衣片缝合模拟系统 ∀上述方法均在

系统中得以应用 ∀系统模拟表明 上述方法是实现

⁄衣片在 ⁄人台上虚拟缝合的一种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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