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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公路骑行服的款式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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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户外运动包含多种项目，其中骑行运动发展迅速，被人们广泛接受。 为了使骑行者在运动过程中，穿着满足自身生理

及心理需求的骑行服，通过对国内外骑行服设计以及影响产品特点的因素进行探讨，从女性骑行者的角度出发，重点

分析已上市的骑行服款式的优缺点。 从款式整体及细节的适用性、图案搭配着手，优化骑行服设计，最终提升女性穿

着的运动感与独特性，达到较高的舒适度及安全性，为女性骑行服的款式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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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运动能够缓解人们的工作压力，起到健身和

娱乐的作用。 随着骑行运动的普及，市场上骑行服在

面料、款式设计等方面都需要进行优化，女性骑行服成

为了当下设计热点。 专业的骑行服要起到辅助运动的

作用，由于男女体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骑行者对服装

的舒适性及功能性存在不同的要求，其款式设计应更

加贴合女性身型，以改善女性骑行运动效果，提升服装

的使用价值。 本文探究女性骑行服存在的问题，对其

款式进行优化设计，以提高女性在公路骑行过程中的

舒适性、安全性和时尚性。

１　 自行车骑行服的发展背景
１．１　 国内外发展现状

在骑行服的研发设计方面，国外发展早于国内。
意大利的 Ｃａｓｔｅｌｌｉ、瑞士的 Ａｓｓｏｓ 等品牌致力于高效速

干、防紫外线等新型面料的研发，为骑行者应对恶劣天

气提供了保护；英国的 Ｒａｐｈａ 在设计上对时尚度要求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１４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５０６０７６）；中央专项基本科研业务费

用专项资金（ＪＵＳＲＰ５１７３５Ｂ）
作者简介： 周惠（１９９３—），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装设计与工程

技术的研究。
通信作者： 王宏付。 Ｅ－ｍａｉｌ：ｗｈｆ．１２３＠ １６３．ｃｏｍ。

高，具有自己的品牌特点；日本的 ＰＥＡＲＬ ＩＺＵＭＩ 所生

产的骑行服较为符合亚洲人的体型，对工艺的考量较

国内更加成熟。 国内品牌在骑行服的面料、结构工艺、
设计特色等方面都有待加强，应提倡服装既合体又能

体现人的轮廓，以减少不必要的面料消耗的设计理

念［１］，即需要根据人体的体态，对骑行服的功能性、舒
适性进行款式方面及细节设计的改善。
１．２　 自行车骑行服的研究背景

公路骑行多为团队、结伴方式，是一项深受大众喜

爱的运动。 骑行运动具有体能消耗大、出汗多，下肢的

运动量、活动范围要比上半身大等特点［２］，需长时间

地保持骑行动作，有时甚至是在烈日、强风的天气条件

下进行，身体的舒适度会有所降低。 因此户外运动服

装必须具有运动专业性，以应对不同环境带给人们的

影响，同时对服装防紫外线性能、抗风性、吸汗透气性

以及安全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在长时间的公路骑行过

程中，服装与人体皮肤表面会产生摩擦，穿着不合适的

公路骑行服装，将降低人体运动舒适感并且加重摩擦

部位的损伤，影响人们的生理健康。 紧身的、合体的骑

行服款式设计，更符合骑行中人们对舒适与安全保障

的要求，具有辅助运动及降低骑行运动伤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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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服的受众人群不是单一的男性群体，女性在

骑行运动中也占有一定比例。 女性在骑行服的购买选

择方面，除了对新型面料、工艺品质的追求，还有对款

式设计、穿着舒适度与功能性的考量。 而在众多骑行

服品牌中，没有明确的公路骑行服分类，并且产品设计

中存在男女款通用的问题，导致女性骑行服的专业性

有所欠缺。 改善款式设计细节，针对骑行者的需求进

行优化，将不同功能性进行有机结合，多功能、简单易

用将成为户外用品设计的主流趋势［３］。

２　 骑行服的产品款式分析
服装款式涵盖整体外观版型与结构内部细节设

计，无论是专业性强的骑行品牌，还是运动品牌研发的

骑行服，在服装的外观、内部细节设计等方面都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差异。 为了更好地优化女性公路骑行服的

款式设计，本文对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几种春夏款骑行

服产品进行面料、款式、图案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以发

现骑行服在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不同款式骑行服上衣产品对比分析

４ 种春夏款式骑行服产品对比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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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款式骑行上衣产品对比图

１＃产品面料为 ＡＩＲ－ＳＵＲＦ 网眼面料。 领子为小立

领，衣身侧面局部进行面料分割，提高了排汗性，但背

部深色面料的搭配运用，导致其易吸收光热，带来闷热

感。 袖子为拼接袖设计，袖口处的面料拼接降低了松

紧度。 拉链底部有遮盖头，反光条在侧身，储物袋设计

在后背，衣身底部防滑条设计能防止服装上移。 整体

以纯色及拼接为外观设计。
２＃产品面料为涤纶面料。 款式为通用款，尺寸偏

大。 领子为立领，袖子为插肩袖，袖口款式为螺纹闭

合，其松紧度保持时间短。 配件设计的自锁拉链无包

头，后摆有反光条与储物袋设计。 整体拼接设计少，外
观以品牌字母及斜线为图案，女性设计元素弱。

３＃产品大身面料为吸湿涤纶，侧面为 ＭＤ 双面格

子。 领子为小立领，袖子为插肩袖，袖口的设计为闭合

款式，但松紧带覆盖面窄，导致手腕易出现勒痕。 配件

设计中金属拉链无包头，欠缺抗敏保护设计，储物袋下

反光条设计占比小，造成服装防护性低。 整体面料拼

接与分割线设计可提升舒适性，色彩为蓝色、斜线图

案，风格较为运动。
４＃产品为涤纶面料。 领子为尖角领，袖子为短袖

拼接袖。 配件设计中隐形拉链无包头，储物袋设计无

反光条。 整体使用同一面料，排汗功能性较弱，外观条

纹设计带来视觉节奏感。
根据几款骑行服上衣的对比分析可知，款式的设

计需要适度的紧身性，在户外长时间处于太阳照射的

环境中，长袖、立领的款式设计有利于提高其防晒性

能。 运动员上身与地面基本保持平行［４］，骑行上衣前

短后长是款式设计的一大特点，每个产品的前后长度

差不同，会影响骑行抗风阻性能及穿着舒适度。 拉链、
防滑带、储物袋、反光条的细节设计需要考虑便捷性、
多效性以提升骑行服的功能。 骑行上衣的色彩及图案

设计较为单一，以纯色、简单的拼接、品牌字母为主，缺
少设计的灵动性、时尚感。 由于部分骑行服的设计为

男女通用款，除了尺寸不适合女性穿着外，还导致中性

元素偏多，不能满足女性的审美需求。
２．２　 不同款式骑行裤产品对比分析

骑行裤的面料以氨纶面料居多，或者是锦氨混纺，
色彩以黑色为主，并加入少量的荧光色设计。 ４ 种不

同款式骑行裤产品对比图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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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款式骑行裤产品对比图

５＃产品款式方面为腰部前短后长的拼接设计，固
定性欠缺；薄款裤垫款式影响穿着舒适性；侧面运用曲

线分割形成图案，有助于运动展现。 ６＃产品款式方面

为松紧带腰头；腿部两侧为荧光色块拼接设计，运用面

积较多以提升安全性；整体面料耐磨透气，但分割线

少，导致功能性减弱。 ７＃产品款式方面为腰部内含松

紧带，侧面有反光标，裤脚口增添拉链设计；整体进行

曲线分割设计，以提升运动性能，但外观设计偏于男性

化。 ８＃产品款式方面为弹性腰头设计，微通风裤垫、裤
长七分设计；整体运用一种面料，分割线设计少，图案

较为普通。
根据骑行裤的对比分析发现，腰部的松紧程度以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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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裤子垫裆的设计是提升舒适度的关键。 当然工艺缝

制方面也是女性消费者所考量的，要考虑皮肤接触舒

适性、穿脱便捷性，以及符合肢体运动规律等特性［５］。
分割线的设计能够协助肌肉发力，骑行裤的分割线位

置和数量的应用，都会影响协助作用的发挥；合适的裤

长能给人体带来更好的防护，七分裤的设计对人体的

保护度及防晒性较低，因而产品的款式及细节部分需

要进行优化设计。 人体负重部位与热能的消耗关系很

大，如脚上负重 ０．５ ｋｇ 消耗的能量，相当于肩上负重 ３
ｋｇ 的能量消耗［６］。 应减少面料的面密度，减轻骑行过

程中带来的负重感。

３　 女性公路骑行服的款式设计分析
款式设计在服装的穿着性与时尚性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公路骑行对于服装的款式要求更加严格，不仅

要适合户外运动环境，为骑行过程提供助力、提高服装

功能性价值，而且要满足人们对美和个性的追求。 因

此应将细节设计融入骑行服的款式设计中，运用线条

的美感来优化女性骑行服的设计。
３．１　 线条组合设计分析

线是由点的运动组成的，线条的美感与律动能衬

托运动时尚，将线条以不同方式运用在服装设计中，能
够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 服装整体廓形所呈现出的线

条可展现身形的美感，线条的灵动感更能够体现服装

的运动特点，线条的延伸感带来舒适的视觉感受，同时

线条的设计作为符号出现在服装上，可以使人们将视

觉注意点集中在某一部位，起到修饰女性身体曲线的

作用。 整合不同的线条节奏、线条形状、组合方式，形
成不同的设计风格，可设计出具有个性化的骑行服。

分割线在服装中不仅具有装饰性，其功能性更被

人们注重。 运动时，吸气或呼气时的胸腔内压与外界

压力差在（－１０．７ ～ ＋１３．３） ｋＰａ［７］。 若穿着过于紧身的

服装会影响人体的呼吸运动，产生不适感，分割线的设

计则能够分担服装压力。 以人体结构为设计基础，考
虑到运动时皮肤的滑移与伸缩性，在设计分割线时避

开运动肌肉，对特定肌群进行包裹，使之联结成一个整

体，可提高运动效率，减少运动时肌肉振颤带来的不必

要的能量消耗和肌肉损伤，并使身体更趋于流线型，减
少阻力的产生［８］。 身体各部分表面积的比率，大致是

颈部以上为 １０．３％，上肢为 １９．３％，躯干部为 ２４．１％，
下肢为 ４６．３％［９］。 由此得出人体的躯干及下肢部位表

面积占比较大，同时对排汗的要求较高；并且在运动规

律上，下肢有别于躯干部位，运动频率更高，即对分割

线的运动辅助功能有更高要求。 运用分割线对透气面

料与弹性面料进行拼接设计，实现款式的优化，能迅速

将汗液蒸发，保持身体干爽舒适。
３．２　 女士公路骑行服款式设计方案

为改善女士公路骑行服的合体性与功能性，对骑

行服款式进行设计，要求是优化细节，提升穿着性、外
观独特性，符合我国女性的特色，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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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女性公路骑行服套装款式图

合适的服装压力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成绩，同时

满足其生理性和运动性的防护要求［１０］。 骑行服作为

紧身型贴身穿着的衣物，会对人体产生触压感，长时间

穿着会导致身体不适。 除了需要使用较好的高弹性面

料，款式设计更能影响人体骑行的生理及心理感受，设
计时应考虑服装对人体的呼吸与肌肉运动、皮肤的排

汗等作用，从而获得更佳的骑行体验。
针对以下款式问题对骑行服进行优化，具体见图 ４。

�B��������������C�������������D���������������E���

�F�������G�������������H�����������������I�	

图 ４　 骑行服的款式优化设计图

（１）衣领较低的小立领款式导致颈部防晒性偏

低。 优化方案为双层领子的弧形设计，更加贴合颈部，
并起到遮挡紫外线以及防止领口灌风的作用；颈部前

屈时前颈部的皮肤薄且滑移较大，对拉链处上下两端

进行了包头的设计，以保护颈部，增添活动的灵活性，
见图 ４（ａ）。

（２）上衣的衣身长为中款，下摆收紧，导致衣身长

度短、下摆紧。 优化方案为腹部、下摆留有合适的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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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衣前短后长，减少前身堆积的衣料；骑行动作中

后背伸展性较大，后片衣身长度适当增加，并与防滑条

设计结合，以防止在运动过程中服装上移，同时起到保

护腰部的作用，提升穿着舒适度，见图 ４（ｂ）。
（３）平装袖的运动性能有待提高。 优化方案为袖

口收紧设计，减少风的灌入以及向上滑移的问题；为适

合骑行中身体前屈的状态，袖窿设计向前偏，减小前片

胸部尺寸，降低骑行风阻；袖子为插肩袖设计，使衣身

活动充分，不被牵制，更加合体，见图 ４（ｃ）。
（４）采用同一种面料，无拼接设计，导致长时间骑

行舒适度不高。 优化方案为将骑行服的手臂内侧、腋
下、后背以及腿部膝盖内侧采用网眼透气面料拼接设

计，以利于骑行运动中产生热量多的部位进行散热，汗
腺发达的部位利于排汗，改善人体皮肤的干爽度。

（５）前低后高中腰款骑行裤导致腰部尺码较松。
优化方案为腰部以中高腰设计为主，内含橡筋与抽绳

设计，提供双重调节，以保护腰部，降低运动损伤，并符

合各类身形的需要，增强合体性，见图 ４（ｄ）。
（６）小垫档款骑行裤的款式导致裆部与腿部的摩

擦大、防护作用减弱。 优化方案为后裆适当加长，垫裆

面积的设计要包裹臀部主要部位，并延伸至大腿根部，
为人体重要部位提供保护，提升臀部与腿部的舒适性；
运用四针六线缝制工艺，减少骑行过程中运动部位的

相互摩擦，见图 ４（ｅ）。
（７）分割线较少的紧身骑行裤款式设计导致骑行

者长时间骑行易产生疲劳感。 优化方案为根据肌肉的

运动走向，在腿部进行分割线设计，使肌肉更好地发

力，达到辅助运动的效果，见图 ４（ｆ）。
（８）纯色无图案的女性骑行服的设计不新颖，缺

乏女性化元素。 优化方案为运用流畅线条组合、虚实

的设计手法，使线条与分割线、反光条相呼应，展现出

别具一格的骑行服款式设计，增添女性化色彩，让服装

灵动起来，提升时尚感与独特性，见图 ４（ｇ）。
（９）普通拉链，后腰口袋数量少，无反光条款式的

设计，导致服装实用性、精致度不高。 优化方案为拉链

内部增添衣料，避免过敏人群对拉链产生不适感；后衣

身下摆设计防滑条，减少运动时皮肤摩擦与服装的滑

移现象；耳机线设计为固定卡口，更加人性化；后腰处

设计 ４ 个分离的储物袋，将储物空间分割，防止物品的

来回移动；反光条应用部位增多，在增强安全性能的同

时，使身体的线条感得到延伸，见图 ４（ｈ）。

为达到骑行过程中防晒防护、抗风阻、排汗透气等

功能性款式设计要求，以及穿着外观的时尚性、女性化

等装饰性款式设计要求，对款式设计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
（１）款式整体及局部设计应适合运动。 骑行服应

前短后长以适应其运动状态，起到抗风阻的作用；领
子、袖口、腰头、裤垫、脚口等松紧度、面积大小的款式

调整，需要根据人体工效学做进一步的探析，以达到更

加贴合女性人体的要求。
（２）款式设计应简约而具有多功能性。 在骑行服

的下装设计中尽量减少繁复的配件运用，以降低服装

面密度对人体造成的负重感，设计以精致、多效为主。
（３）注重款式细节设计。 优化拉链、口袋、反光条

等细节以满足用户需要，分割线不仅为运动提供辅助，
并且对身体的线条起到塑形的作用。 将分割线运用于

臀部，使臀部产生提拉感，腰部、小腿等部位分割线的

运用能从视觉上修饰女性的身型。
（４）款式图案要增添女性化与创新性的设计。 结

合当前流行趋势，将灵动的线形图案组合运用，改变原

有女性骑行服中性的外观设计，更适合于女性穿着，使
产品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４　 结　 语
本文分析了骑行运动过程中服装对人体产生的影

响，对国内外不同品牌女性春夏款骑行服面料、色彩图

案、款式特点进行对比，对产品的优劣性进行总结分

析。 针对用户反映的问题，在领子高度、袖窿位置、下
摆与腰部宽松度、臀部垫档大小、面料的拼接位置、分
割线的分布等方面进行款式设计优化，尤其是反光条、
口袋等细节设计，以提升骑行服的实用性与功能性。
将柔美的线条组合设计运用于款式图案中，使骑行服

的设计具有创新性与时尚性。 女性骑行服的设计需要

从人体工效学、运动学、色彩学等多个相关领域进行更

加细致的研究，以改善女性骑行体验，并结合当前流行

趋势，设计更适合我国女性穿着的骑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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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积得到显著提高，由 ６．７４４ ｍ２ ／ ｇ 增加至 ９．０４４ ｍ２ ／ ｇ。
这种比表面积的变化可能有利于聚合物在其表面的

接枝。
３．５　 导电性分析

由于 Ｐｙ 单体浓度对 ＰＡＮ ／ ＧＯ 纳米纤维上的接枝

率有重要影响，对不同浓度（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 ｍｍｏｌ ／ Ｌ）
下接枝的 ＰＡＮ ／ ＧＯ 纳米纤维纱线进行测试，见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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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Ｐｙ 单体浓度对复合纱线导电率的影响

从图 ６ 可 以 看 出， 当 Ｐｙ 单 体 浓 度 较 低 时

（３０ ｍｍｏｌ ／ Ｌ或 ６０ ｍｍｏｌ ／ Ｌ），复合纱显示出较低的电导

率，分别为 ２８．３ Ｓ ／ ｃｍ 和 ８９．８ Ｓ ／ ｃｍ。 随着 Ｐｙ 单体浓

度的增加， 电导率明显增加。 当 Ｐｙ 单体浓度为

９０ ｍｍｏｌ ／ Ｌ时，电导率达到最大值，为 ２１７．７ Ｓ ／ ｃｍ。 但

是，随着 Ｐｙ 单体浓度进一步增加，复合纱的电导率反

而减小。 这是因为当 Ｐｙ 单体浓度较低时，单位体积

Ｐｙ 分子数随着单体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有利于

Ｐｙ 的氧化和聚合。 而 Ｐｙ 单体浓度较高时，聚合速度

过快，在纳米纤维表面生成的 ＰＰｙ 纳米粒子涂层不均

匀，导致电导率的降低。 由此可见，Ｐｙ 单体浓度为

９０ ｍｍｏｌ ／ Ｌ时，ＰＰｙ ／ ＰＡＮ ／ ＧＯ 复合纳米纤维纱显示了

最佳的导电性能。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和原位液相聚合法制备了

ＰＰｙ ／ ＰＡＮ ／ ＧＯ 复合纳米纤维纱，研究了其形貌结构，
发现掺杂氧化石墨烯后，相比纯 ＰＡＮ 纳米纤维其直径

更细，原位液相沉积聚吡咯后的复合纳米纤维纱线仍

具有均匀的捻回分布，纤维直径增大，聚吡咯颗粒均匀

包覆在 ＰＡＮ ／ ＧＯ 纳米纤维的表面，显示了优秀的力学

性能和导电性。 这种导电纳米纤维复合纱在航空航

天、建筑、电子和纺织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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