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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提高傳統旗袍現代化繼承的適用性，針對不同款式旗袍引起的消費者情緒差異問題，從結構設計出發，

以 160/84A 中間體為標準人體，選取衣長、袖長、開衩高三個長度尺寸作為因素分析，通過實驗分析和實證研

究，建立三因素與 PAD 情緒模型中愉悅度、啟動度、優勢度之間的數學關係，並提取出三因素中具有正性情緒

極性的數值，利用比例法進一步推匯出其他標準號型中具有正性情緒極性的旗袍尺寸，以此構建服裝尺寸的情

感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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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精要： 

在越來越注重以消費者情緒為導向的服裝市場

中，我國傳統服飾的現代化傳承，不僅需要從定性的

角度探討其非遺價值和美學理論，還需要從定量的角

度測量其情感屬性，更準確地把握現代人的情感需

求，增加傳統服飾在現代服裝設計中的適用性。情緒

測量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可通過分析人的情緒

表達或生理信號來進行，情緒表達包括可觀察到的語

言行為和非語言行為[1]。因此，情緒測量的方法可大

致分為主觀感受測量、外顯行為測量、生理反應測量

法。 

服裝尺寸是依據人體靜態和動態尺寸而定的，需

要考慮到服裝本身與人體各生理因素之間的關係，因

此，服裝尺寸中的長度與圍度都有一定的設計範圍。

而這一設計範圍同時還受到現代人審美習慣與規律的

影響，本課題以傳統旗袍為研究對象，考慮到旗袍的

合身性，圍度尺寸的設計範圍有限，選取設計靈活度

較大的長度尺寸，如衣長、袖長、開衩高作為結構設

計要素，探究在滿足服裝人體尺寸條件下，符合服裝

審美的尺寸調控範圍。 

旗袍基礎樣板：參考文獻 [2]，按比例法繪製

160/84A 中間體體型女性的旗袍樣板。通過市場調研

50 件傳統旗袍的結構差異及關鍵部位尺寸，結合文獻

分析，選取旗袍的衣長、袖長、開衩高作為情緒測量

試驗的結構變數。利用 CLO 3D 軟體，進行旗袍的虛

擬模擬，並製作成動態的刺激視頻。選擇 35 位服裝專

業的大學生作為試驗對象，通過 E-prime 心理學試驗，

觀看刺激視頻，完成 PAD 情緒量表（12 個評分項，9

點式語義差異量表）。運用歸一化公式，計算 P、A、

D 的數值，標註不同款式旗袍的情緒類別。通過多元

回歸數學模型，分別分析衣長、袖長、開衩高對 P、A、

D 的影響關係。提取出情緒極性為正性的衣長、袖長

數值，以 160/84A 中間體為標準人體，分別計算衣長/

身高、袖長/手長、開衩高/衣長的比例值，進一步推

板其他標準號型中具有正性情緒極性的旗袍尺寸，以

此構建服裝尺寸的情感資料庫，為以消費者情緒為導

向的旗袍定製化生產提供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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