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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使连翻领结构造型美观，且符合人体颈部的需要，以日本文化式女装84A号型为衣身原型，绘制相同

款式不同翻折角度的连翻领样板，并选用厚薄程度不同且具有代表性的10种无弹性面料制作成连翻领。实验分析

面料厚度对翻折角度的影响以及当领座高和翻领宽数值变化时，面料厚度对翻折角度变化规律的影响，结果表明：

面料厚度与翻折角高度相关，翻折角度随面料厚度的增加呈递增趋势；当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变化越大，面料越

厚，连翻领翻折角度变化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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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翻领主要由领面、领座两部分组成，两者相连，是服装领型中具有代表性且应用广泛的基本领型之

一。如图 1 所示为连翻领样板，图中分别是 10°、15°、20°、25°、30°和 35°的连翻领造型，翻折

角度是连翻领结构设计中最重要的参数，直接影响领子的最终造型和舒适度。如果翻折角度过小，导致领

子不易翻下且紧靠颈部，造成面料收紧牵拉，使穿着不合体；若角度过大，造成下翻量过大，领子远离颈

部，造型不美观[1]。所以，如何确定翻折角度是连翻领结构设计的关键，由于其与面料性能相关，尤其和

面料的厚度关系最大，在款式确定的情况下，服装结构制版人员往往根据经验估计角度值，有时估计偏差

较大，需要重新试样，浪费时间又浪费面料。 

近年来关于翻领的结构制图已有不少研究，吴志明、王薇薇[1]研究了面料的力学性能指标对连翻领直

上尺寸的影响，并指出面料性能中面料的重量、弹性性能等对直上尺寸影响最大且建立了定量关系；马华

云和孟苗[2]对影响翻领松量的因素，领开深位置的高低、横开领的大小、肩斜度、领座高与领面宽值的变

化、加工因素和面料性能进行了研究，并针对翻领松量与领开深做了定量分析；田合伟[3]针对双面呢面料

在女装翻驳领中的应用，分析出影响其结构造型的因素有倒伏量、领嘴的设计、面料厚度等，并得出了面

料厚度与倒伏量的定量关系。目前针对面料厚度对连翻领翻折角度影响还没见过报道。为此，本文重点研

究面料厚度与连翻领翻折角度之间关系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以及当领座高和翻领宽数值变化时，不同

面料厚度对连翻领翻折角度变化规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制版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图 1  连翻领结构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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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进行了 2 部分实验：实验一，测试面料厚度，通过对比分析方法找出不同面料在缝制成同一款

式连翻领时的最佳翻折角度，研究翻折角度与面料厚度之间的关系；实验二，选用两种厚度差异很大的无

弹性面料，制作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变化的连翻领，重复对比测试，找出不同款式连翻领的最佳翻折角度，

通过分析比较总结出面料厚度对翻折角度变化规律的影响。 

1  实验设计一 

1.1  实验面料选择 
本实验共选取了厚薄程度不同且较具有代表性的 10 种常用无弹面料，其面料的编号及样品规格如表 1。 

表 1  10 种面料及样品规格 

面料编号 成分 组织结构 经密/根· ( ) 110 −cm  纬密/根· ( ) 110 −cm  

A 棉 斜纹 152 112 

B 化纤 平纹 270 264 

C 纯毛 平纹 177 169 

D 棉 斜纹 320 217 

E 绒 斜纹 514 248 

F 毛呢 平纹 146 134 

G 丝 缎纹 431 226 

H 棉麻混纺 平纹 210 145 

I 棉涤 缎纹 320 240 

J 麻 平纹 210 150 

 

1.2  实验设备及面料厚度测试 
实验设备主要有数字式织物厚度仪，型号：YG141D；大刀尺、打版纸等制图工具；线剪、大剪刀等

裁剪工具；GC6-1 型号的工业缝纫机；电熨斗；标准 84A 号型人台。 

面料厚度的测试仪器采用 YG141D 型数字式织物厚度仪，该仪器可以测定不同压强下的各种类纺织品

和纺织制品的厚度，薄织物的厚度也可测出，适用标准：GB/T3820、JJF（纺织）020-2010。 

面料试样选用的规格为 10cm×10cm，样品试样平整、无卷边、且无明显疵点。取样距布边 5cm 以上，

实验测定时测点不在相同的纵横线上，实验过程中尽量避免疵点和折痕。室内温度 20℃左右，湿度 65% 左

右的环境下进行实验。每种面料试样进行 5 次测试后再取其平均值，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面料厚度 5 次测试结果参数 

次数/（0.5cN/mm²下的厚度/mm） 面料 

编号 

面料 

成分 1 2 3 4 5 
平均值 

A 棉 0.25 0.27 0.29 0.22 0.25 0.256 

B 化纤 0.36 0.35 0.35 0.34 0.35 0.350 

C 纯毛 0.94 0.97 0.99 0.98 0.98 0.972 

D 棉 0.49 0.49 0.39 0.37 0.49 0.446 

E 绒 0.94 0.95 0.98 0.97 0.98 0.964 

F 毛呢 1.69 1.72 1.58 1.59 1.69 1.646 

G 丝 0.16 0.16 0.18 0.17 0.17 0.168 

H 棉麻混纺 0.44 0.45 0.45 0.45 0.45 0.448 

I 棉涤 1.04 0.94 0.97 1.12 1.10 1.034 

J 麻 0.73 0.73 0.71 0.69 0.67 0.706 

 

1.3  实验样板设计 
1.3.1  衣身设计 

本实验依据标准人台作为实验主体，所以版型采用 160/84A 号型标准尺寸进行女装上衣原型绘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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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示。 

1.3.2  连翻领样板设计 

连翻领的制图方法采用原型制图法。翻领宽 5cm，

领座高 3cm，总领宽 8cm，后横开领加大 M=0.5cm，

后横开领深加大 0.4M=0.2cm[5]，M 为后横开领加大的

值。为确定最合适的翻折角度，使领子造型美观、人

体穿着舒适，本实验的连翻领样板制作共选用了 6 个

不同的翻折角度，从 10°到 35°，每隔 5°为一个分

档，各领子所对应的角度编号分别为 01、02、03、04、

05、06。连翻领试样编号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大写英

文字母代表面料试样编号，后两位数代表翻折角度的

编号，如编号 A01 表示使用 A 编号面料制作翻折角度

为 10°的领子，如表 3 所示。 

表 3  连翻领试样编号 

面料编号 10° 15° 20° 25° 30° 35° 

A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B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C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D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E E01 E02 E03 E04 E05 E06 

F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G G01 G02 G03 G04 G05 G06 

H H01 H02 H03 H04 H05 H06 

I I01 I02 I03 I04 I05 I06 

J J01 J02 J03 J04 J05 J06 

 

1.4  连翻领的制作 
裁剪领子样板，用珠针固定领子样板与面料，领里采用 45°斜裁面料，领面横裁，领面、领里不连裁，

衣身与领子缝份均为 1cm，侧颈点、装领点处需打剪口。为减少因工艺制作对领子结果数据测试的误差，

全部翻领试样的裁剪、缝制流程需同一人按同种工艺流程完成。 

在领面反面根据领子净样板画出净样线，领面与领里面面相对，之后用手缝针假缝固定，并在人台上

进行试穿，检查领子的形态。取下领子，然后沿净缝线车缝，缝合时面面相对，领里在上领面在下，领面

较松、领里较紧，切勿拉动领子避免由于面料的性能改变了领子最终的形态，车缝手势要正确且用力均 。

然后将领角缝份修剪为 0.5cm，领子翻到正面，领里退进 0.1cm～0.2cm 扣烫后使之形成里外 。对比领子

的净样板与缝制好的领子，满足要求后，将领里与衣身后中点、侧颈点、装领点对齐，并用珠针固定，衣

身与领里缝合后，车缝固定领面。制作完成，用熨斗对领子进行整烫，并在 84A 型号人台上进行试穿。 

1.5  连翻领测试 
领子是否符合人体需求、外观造型是否美观需通过人体着装后的立体效果得以体现，所以在着装后的

三维立体条件下进行翻折角度评定才具有实际意义[4]。将 10 种面料制作完成的 10 组连翻领试样，依次在

标准的 160/84A 型号人台上进行穿着测试，为使领子更符合真实穿着情况下的状态，着装后需静置 5min，

再观察连翻领的形态。反复对比测试，分别找出各面料的最佳翻折角度，测试结果如表 4 所示。 

测试后发现，用 F 号面料和 G 号面料分别做的 6 个领子的翻折角度无法对比得出最佳翻折角度，由

于两种面料厚度差异较大，所以在原有设定的翻折角度区间上向两边扩展。F 号面料的翻折角度过小，在

原有设计角度上增大尺寸，制作翻折角度为 40°和 45°，分别编号为 07、08；G 号面料的翻折角度过大，

在原有设计角度上减小尺寸，制作翻折角度为 6°和 8°，分别编号为 09、10。反复对比测试，2 种面料

图 2  上衣原型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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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翻折角度的实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4  8 种面料试样所对应的最佳翻折角度 

面料编号 成分 领子试样编号 最佳翻折角度（°） 

A 棉 A03 20 

B 化纤 B04 25 

C 纯毛 C05 30 

D 棉 D04 25 

E 绒 E05 30 

H 棉麻混纺 H04 25 

I 棉涤 I04 25 

J 麻 J04 25 

表 5  2 种面料试样所对应的最佳翻折角度 

面料编号 成分 领子编号 最佳翻折角度（°） 

F 毛呢 F07 40 

G 丝 G10 8 

 

1.6  实验数据分析 
通过表 2、表 4、表 5 中的数据，可以

看出面料厚度的厚薄程度与翻折角度大小

存在一定的定量关系。排除其他面料性能和

工艺误差等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将面料厚度

和翻折角度两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

析。将最佳的翻折角度所对应的面料厚度数

值进行整理，具体对应数据如表 6 所示。 

1.6.1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描述的是

随机变量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及该关

系的程度和方向[6]。相关系数用字母 r 表

示，用来衡量两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及相关

线性指标。r 没有单位，其取值范围为-1

≤r≤1，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Cov x yr

Var x Var y
=

其中， ( , )Cov x y 表示 X 与 Y 的协方差， [ ]Var x 表示 X 的方差， [ ]Var y 表示 Y 的方差。当-1≤r≤0 时，为

负相关，表示两变量的变量方向相反，一个变量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呈线性递减；当 0≤r≤1 时，为正

相关，表示两变量的变量方向相同，一个变量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呈线性递增。当|r|越高越趋近于 1 时，

则说明两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越强；反之，|r|越接近 0，相关程度越弱；r=0 不相关[6]。相关程度包含四个方

面：高度相关|r|≥0.8；中度相关 0.5≤|r|<0.8 ；低度相关 0.3≤|r|<0.5 ；微弱相关|r|<0.3。 

以面料厚度为变量 X，翻折角度为变量 Y，结合表 6 的实验数据结果，由上述计算公式可得相关系数

r=0.902，r 数值接近 1，两变量间高度相关。 

1.6.2  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需要依靠回归分析来表现变量之间数量相关的具体形式，而回归分析则需要依靠相关分析来

表现变量之间数量变化的相关程度[7]。只有当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时，进行回归分析寻求其相关的具体

形式才有意义。上述的相关分析中，经计算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r=0.902，正相关且高度相关，所以建立两

变量的回归方程是有意义。为了更直观的看出数据间的变化和关系，横坐标为 X，纵坐标为 Y，每一数据

对（xⅰ,yⅰ）为直角坐标系（X-Y）中的一个点，ⅰ=1，2，……，10，绘制的图表如图 3 所示。 

表 6  面料厚度和翻折角度数据表 

面料编号 面料厚度/（mm） 翻折角度/(°) 

G 0.168 10 

A 0.256 20 

B 0.350 25 

D 0.446 25 

H 0.448 25 

J 0.706 25 

E 0.964 30 

C 0.972 30 

I 1.034 25 

F 1.64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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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据的散点图与拟合直线 

通过上述相关分析，可知 X 与 Y 具有高度相关，且通过散点图与拟合直线可发现所有数据点大致分布

在一条线附近，可知这两个变量之间有线性相关的关系，则这条直线叫回归直线[7]，回归方程记为：

abxy +=ˆ ， ŷ 为估计值，b 为回归系数，整个公式表示：x 每增加 1，y 相应增加多少角度值。相应的计算

公式如下： 

1

2

1

( )( )

( )

n

i
n

i

xi x yi y
b

xi x

=

=

− −
=

−

∑

∑
， a y bx= −  

计算得到直线的回归方程为 ˆ 15.286 15.315y x= + 。根据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面料厚度与翻折角度之间

存在高度相关性，且为正相关，表示面料厚度与翻折角度两变量方向相同，即翻折角度随着面料厚度的增

加呈递增趋势。 

2  实验设计二 

选择 2 种厚薄差异较明显的真丝和毛呢面料为研究对象，通过制作成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不同的连翻

领，并在人台上进行穿着试验，分析比较出各款式中连翻领的最佳翻折角度，总结面料厚度对翻折角度影

响的变化规律。 

2.1  连翻领款式设计 
本实验设计 5 种不同款式的翻领，即领座高不变为 3cm，领面宽改变，从 4cm 到 8cm，每隔 1cm 为一

个分档，各领子编号为 1 号、2 号、3 号、4 号、5 号，领子制图方法参考 1.3 连翻领的样板设计方法，试

样编号如表 7 所示。 
表 7  5 种款式翻领编号 

款式编号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领座高/领面宽（cm） 3/4 3/5 3/6 3/7 3/8 

差值（cm） 1 2 3 4 5 

 
2.2  翻折角度的确定 

各款式中的翻折角度共有 6 个分档，以 5°为一档不断调整翻折角度的大小，各领子翻折角度的编号

分别为-1、-2、-3、-4、-5、-6。领子试样编号由字母和三位数字组成，字母代表表 1 中的面料编号，第

2 位数字代表翻领款式的编号，后 2 位代表翻折角度，以 G1-1 为例,表示由 G 型号面料制作的领子，1 号

款式，领座高/领面宽为 3/4，总领宽 7cm，翻折角度 10°。按照 1.3、1.4 和 1.5 的描述进行衣身样板设计、

领子的缝制与领子的测试过程同实验一，测试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2 种面料各款式的最佳翻折角度 

面料编号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G 10 10 20 25 30 

F 35 40 40 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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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分析 
从表 7、8 可以得出，翻折角度随着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的增加而增大，这一结论与其他研究得出翻

领松量随翻领宽与领座高的差值增加呈线性增加的结果是一致的。 

根据表 8、9 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步骤同实验一，深入探讨连翻领翻折角度与翻领

宽和领座高的差值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实验中，控制的量为翻领宽和领座高的差值，即其为自变量，则翻

折角度为因变量，用 G 型号面料缝制成的领子试样款式对应的翻领宽与领座高的差值为 x1，翻折角度为 y1；

F 型号面料试样则为 x₂和 y₂得到的相关系数和回归方程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翻折角度实验数据分析结果 

面料编号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G 1 1ˆ 5.5 2.5y x= +  r1=0.972 

F 2 2ˆ 3.5 31.5y x= +  r2=0.970 

 

表 9 中数据的显示，2 种面料的|r|≥0.8，即翻领宽和领座高的差值与翻折角度之间存在高度相关且为

正相关，两变量间存在线性关系；为更直观分析比较两回归方程变化的关系，绘制翻折角度与领宽和领座

高差值的关系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和翻折角度的关系图 

 

根据表 9 和图 4 可直观的看出，两条回归直线的斜率都大于 0（斜率为回归方程自变量的系数，用 k

表示），说明翻折角度随着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的增大呈递增趋势；但两条回归直线的斜率不同，k₁=5.5

＞k₂=3.5，说明回归直线 y₁和 y₂相比时，在一区间范围内，因变量 y₁比 y₂变化明显。 

在实际实践操作中，主要表现为翻折角度大小的变化不仅受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变化的影响，也受不

同种厚度面料的制约，且影响程度不同。由 F 型号面料制作成的连翻领，翻领宽与领座高的差值对翻折角

度的影响程度较小，到达一定区间范围内，翻折角度的值变化幅度变小；对比 F 型号面料，G 型号面料连

翻领翻折角度随翻领宽与领座高的差值的变化趋势较明显，影响程度较大。简言之，当翻领宽与领座高的

差值相同时，由 F 型号面料制作的连翻领所需的翻折角度值比 G 型号面料的要大；当差值变化越大时，翻

折角度与翻领宽和领座高的差值之间的差异越显著。　 

2.4  理论分析 
本实验二采用 G 型号真丝面料和 F 型号毛呢面料两种，真丝面料手感柔暖、较轻盈，毛呢面料结实耐

磨，两种面料的厚度区别较大导致了差异。当领座高固定不变，翻领宽增加，领子外口弧线到领子肩点的

距离也增加，同时领外口弧线的弧长也增加，翻领部分盖住衣身的面积增大，可通过改变翻折角度来满足

领子下弯的曲度[5]。相对于 G 型号面料而言，面料较轻薄，柔软，面料本身的性能能满足一部分领子下弯

的曲度，所以所需的翻折角度较小；F 型号面料厚实硬挺，制作成的领子下翻难，同 G 型号面料相比，需

通过增加翻折角度来实现领子下翻，且翻折角度的增加值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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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以领子结构设计中连翻领的翻折角度为研究对象，选用 10 种不同的面料制作成连翻领，在固定

翻折角度的其它影响因素的条件下，通过实验测出不同面料的厚度指标，将连翻领试样在标准的 84A 型

号女式人台上试穿，研究面料厚度与翻折角度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当领座高和翻领宽差值变化时，进一步深

入探究不同面料厚度对翻折角度变化规律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面料厚度与翻折角度具有相关性，且为正相关，表现为翻折角度随着面料厚度的变化而变化，

定量关系为 315.15286.15ˆ += xy ， x 代表自变量面料厚度， ŷ 代表因变量翻折角度。 

（2）当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改变时，面料厚度影响着连翻领翻折角度的变化。翻领宽与领座高差值

变化越大，且面料较厚，对应的连翻领样板中所需的翻折角度值越大；反之，面料较轻薄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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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abric Thickness on the Turning Angle of the Overturned C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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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make the overturned Collar beautiful and be fit to the human neck, 10 kinds of inelastic fabrics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are selected to draw the collar pattern with the same styles and different folding angles used 84A of Japanese cultural pattern.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fabricthickness on the turning angle,as well as the rule of change of the turning angle as the margin between the 
width of overturned collar and the height of collar stand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about fabric thickness and 
the turning angle is presented. When the margin between the width of overturned collar and the height of collar changes, the thicker of fabric, 
the larger of angle; the larger the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lapel width and stand collar height and the thicker of fabric, the larger of the lapel 
angular variation will be created. 
Key words：overturned collar; fabric thickness; the turning angle; width of overturned collar; height of collar stand; marg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