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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本项目比赛是选手在同一条件下， 利用服装设计、制版、排料、制作、熨烫

等多种技能完成的服装设计制作技能竞赛。

服装业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从业者从事不同形式和岗位的工作，包含设计师、

服装制版师以及样衣师。本赛项结合世界技能大赛竞赛标准与国内服装行业发展趋

势，选拔服装行业高技能人才，引领现代服装行业不断提升技能水平，整体推进我

国时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二）考核目的

竞赛试题以服装制版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基本要求和工作要求为基

础，以检验参赛选手的平面制版与立体制版技术以及服装制作操作基本功为重点，

增加服装设计等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等相关内容。

（三）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1.选手需了解和理解

选手应熟悉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掌握服装设计基本原理以及服装与服饰色彩

相关知识。了解服装流行趋势与服装品牌与风格。作为制版师，应了解人体体型特

征、服装面辅料相关知识、版型与面料的关系，充分掌握服装号型知识、平面制版

与立体裁剪的原理与基本方法，以及服装工业样版制作知识。了解并掌握基础工艺

相关知识，生产工艺流程、设备使用保养原理与方法、掌握熨烫定型工艺以及成衣

检验标准与成衣品质控制方法。

2.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设计能力，能从基础款进行风格的延伸，从细节进行拓展设计。掌

握人体测量方法，能根据实物样品或款式照片，进行服装版型制作。针对高定服装，

可以运用立体裁剪的方法，进行男女装服装版型设计、试样、样版制作。能正确使

用各种工业设备，如缝纫机、锁边机、熨斗、粘合机，选择适合面料的衬料以及粘

合工艺。根据服装要求，能选择不同类型的制作方法和整理方法，并能选择各种合

适的辅料，进行良好的整烫。具有岗位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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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

权重

比例

(%)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3

基本知识

服装相关设备、材料、特点、性能及用途

全球的时装行业发展进程

批量生产、小型系列产品、定制及品牌服的工作流程

行业术语及专业词汇

持续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健康安全规范及踉佳操作

维护一个整洁且有安全和组织性工作场所的重要性

有效的工作计划及组织的重要性

准确而仔细地准备生产面料的重要性

对时装行业所使用的工具及设备的范围使用及保养

与时装产品的生产、经营及销售有关的行业道德问题及可持续性发

展问题

如何评价质量标准

工作能力

主动发展个人知识及技能

展示一种对当下潮流及服装设计、配饰 、颜色 、面料等的意识

在工作场地完全遵守并促进健康安全的操作， 使工作环境保持安

全 、健康 安全使用设备

依据任务和设计选择正确的工具和设备

对工作进行计划及排序

始终保护材料和成品， 保证操作环境干净安全

在考虑可持续性及道德规范的情况下,购买体现实际成本的材料和

面料

2 沟通和人际交往

2
基本知识

保护客户隐私

与客户沟通的能力

有效的专业技术交流（包括转包工作的物料订购）

现场设计陈述及销售技巧

工作能力
与顾客有效交流

和客户交流时举止行为自信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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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建议及指导，使其购买时做出明智的决定

依据客户的特定需求，为其提供相关款式、颜色及面料方面的专业

建议

为客户提供服装保养上专业建议和指导

向客户呈现创意设计 、视觉及生产制作方案等方面的工作

3 解决问题及创新能力

5

基本知识
时装行业的独特性及从众性的重要性

创造性在时装行业中的重要性及关联性

工作能力

展示设计上的创新性和创造力

创造性地设计出创新解决方案

运用创新解决设计方案和制作中的挑战

修改衣服使其有更佳的合身效果， 调整更新使衣服更合适

高标准进行服装质量检验， 并提供服装质量问题的解决方案

4 服装设计

8

基本知识

设计元素和设计原则

面料和服装材料的特性 、用途及保养方式

流行趋势及主题有关的服装材料 、面料 、颜色 、及款式

文化和传统对时装设计的影响

可替代时装面料的设计材料的范围和类型

相同主题下，颜色 、款式 、材料的搭配设计

面料、服装和配饰之间的互相搭配

服装基本款式的裁剪与制作

人体造型与尺寸对服装合体性及外观的影响

国际潮流对时装设计的影响以及传统民族特色对设计的影响

如何对潜在客户及行业专业人士传递设计理念及想法。

工作能力

研究时尚趋势并将其合理应用到设计上

设计时装产品时应时锁定目标市场或个人需求

创建主题板/趋势板及效果图去表达观点 、观念及视觉效果。

明确面料的不同类型， 为特定的用途选择合适的面料

在服装设计中体现服装风格和裁制的规范性要求， 但又具创新性，

保持设计创造性与创新性

针对不同时装设计选择合适的面料，选择并使用不同的配件以及各

种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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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同的装饰品及配件应用到设计中

运用艺术及创新能力，设计出适合各类场合穿着的多种服装 根据主

题或设计任务进行服装创作

依据客户需求进行设计修改

修改旧衣服，创造新设计

5 工艺图/技术图/款式图

10

基本知识

如何阅读并制作专业的技术图

专业相关的术语及符号

使用 IT 或专门的软件生成图像或设计

工作能力

解读工艺图

手绘服装款式图

用清晰 、合理,准确的文字及图表说明设计制作与生产的全部信息。

6 样板结构及立裁

30

基本知识

使用平面或立体制板方法完成服装结构

为不同服装完成平面样板设计

制作服装时使用人台

不同服装款式的面料选择与制作工艺处理

如何准确标记面料

工作能力

依据不同类型服装,进行样板设计与修正，如定制西装，连衣裙,裙子

或裤子

依据不同类型服装,进行立体裁剪， 如定制的西装、连衣裙,裙子或

裤子

针对不同面料和设计的特点，选择服装制作的踉佳方式

坯布制做完整或局部的样衣，进行样品检测

准确测量并标记

服装符合规定尺寸

为样板标注包含尺寸、款式、裁剪等的清晰信息

7 裁剪缝制及熨烫整理

42
基本知识

理解面料裁剪的重要性,将损耗降低至踉小化并将服装成品踉优化

准备样板并在面料上正确摆放排料

手工裁剪工具的使用

缝纫机及工具

工业设备的维护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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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制作过程及结构工艺

选择不同类型的缝合方式和整理方式进行工艺应用

各种辅料如线、拉链、嵌条等的使用

不同面料的特性处理

工作能力

根据样板对面料进行准确核算

实现踉佳面料使用率的排料

使用合适的工具或设备准确裁剪面料

根据裁剪说明准确裁剪

正确使用时装行业中的各种工业设备，如缝纫机、熨斗、粘合机

为工作任务选择合适的工具及设备

根据生产厂商说明安全操作机器

调试机器设置确保,设备与面料相适用

对服装不同部分进行有效正确粘合

合理使用粘衬及里布

对面料进行处理及操作时,确保不损伤面料并保持面料优质的性能

根据设计服装的款式,合理制作里布和贴边

通过机器精确缝制各种类型的服装或服装的部件，以专业方式完成

时装制作

手缝完成服装的某些部分

有效执行专业缝制技能及技术

有效熨烫

合计 100

二、竞赛项目

本赛项与时装技术（世赛）接轨，并兼顾时装技术（国赛精选）要求，本次竞

赛仅包括实际操作部分。有关该项技能的知识和理解将通过选手的技能表现予以考

核，不设单独理论考试。

（一）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共设置 4个竞赛模块。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模块 A 款式设计

模块 B 立体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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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C 服装制版

模块 D 样衣制作

本项目赛题为公开赛题。其中立体裁剪模块将提供包括 3个款式的题库。

具体要求如下：

1.模块 A款式设计

选手们需要根据比赛现场抽取的面料料样和目标市场完成规定数量的系列服

装设计并绘制款式图，款式图要求用黑色墨水笔在提供的 A3 标准人体图纸上完成

单品设计的正背面平面图。目标市场和季节等将会在比赛现场由裁判长现场抽取。

2.模块 B立体裁剪

赛前由裁判长在立裁题库里抽取 1款作为比赛题目。选手利用提供的 3米白坯

布，在比赛提供的人台上，用大头针依照抽取的服装图片制作立体裁剪作品。

3.模块 C服装制版

选手将根据前期样题指定设计元素和现场抽取元素，设计一款女士时尚上衣，

并完成手工制版。现场提供两种撞色面料。

4.模块 D 样衣制作

选手根据模块 C 的样板，进行面料裁剪，并完成样衣制作。

（二）竞赛时长

本项目总时长 750分钟（12.5 小时），各个模块具体时长见下表。本项目不延

时。

序号 项目 时长（min）

模块 A 款式设计 90

模块 B 立体裁剪 120

模块 C 服装制版 180

模块 D 样衣制作 360

合计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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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判标准

（一）分数和成绩统计方法

1.各项目（模块）配分

本项目评分标准分为测量和评价两类。凡可采用客观数据表述的评判称为测

量；凡需要采用主观描述进行的评判称为评价。

实际操作技能竞赛配分表：

模块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小时）

分数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A 款式设计 1.5 5 3 8

B 立体裁剪 2 5 15 20

C 服装制版 3 5 25 30

D 样衣制作 6 13 29 42

总计 12.5 28 72 100

注：模块 AB 时间独立，模块 CD 时间打通。

2.选手成绩统计方法

各组裁判员对各自评判结果进行核对确认，待所有项目评判完成后，在裁判长

的组织下，裁判员对作品进行解密、对违规选手进行扣分后，由裁判长组织将成绩

录入汇总表。

3.总分相同时的分数和排名处理

成绩不并列，选手总成绩相同时，按照以下原则确定排名顺序：以样衣制作模

块分值大小进行排序，若再次并列则以立裁模块的分值大小进行排序。

（二）评分标准

模块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小时）

分数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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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款式设计 1.5 5 3 8

B 立体裁剪 2 5 15 20

C 服装制版 3 5 25 30

D 样衣制作 6 13 29 42

总计 12.5 28 72 100

根据实际操作技能竞赛配分表，每个模块的评分将按照下列因素进行考核：

1.模块 A 款式设计

满足抽取元素要求；设计系列感；画面整洁度；设计的功能性体现。

2.模块 B 立体裁剪

整体外观与完成度；拼合技术；外边缘处理（领口、袖口或袖笼、下摆等）；

功能性；立裁作品与原图整体符合度；局部轮廓线条；轮廓线内部的分割线比例及

局部处理；后背设计。

3.模块 C 服装制版

纸样的整体性；样板标识；裁剪标识；制作标识、线条流畅度；样板拼合；规

格设计。

4.模块 D 样衣制作

整体外观；各部位的缝制质量；里布的缝制质量；规格；服装设计元素；技术

难度；功能性；手针应用；装饰手段；职业素养。

（三）评价分和测量分

1.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打分方式：由裁判长按 3 名裁判员一组组成评判小组，每名裁判员按

照“0-3”4 个分数等级独立评判，如任意 2 名裁判员之间的评判结果差距超出 1 个

分数等级，则重新进行评判。

权重表如下：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级 各方面均低于行业标准，包括“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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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级 达到行业标准

2级 达到行业标准，且某些方面超过标准

3级 达到行业期待的优秀水平

例： 款式设计模块 设计与所选面料的匹配度（对面料特性的理解）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设计与面料类型不符， 面料无法展示出款式图中款式特征。

1 分 设计面料类型不太符合，面料只能展示出款式图中部分款式特

征。

2 分
设计体现出较好的面料特性，面料符合设计,并能呈现出款式

图中的大部分 服装款式特征。

3 分
设计体现出非常好的面料特征， 面料符合款式图中所有服装

设计， 并能恰 如其分地表达款式图中的设计。

2.测量分（客观）

测量分打分方式:按模块设置若干个评分组，每组由 3 名及以上裁判构成。每个

组所有裁判一起商议，在对该选手在该项中的实际得分达成一致后，踉终只给出一

个共识分值。

测量分评分准则样例表:

（四）裁判构成和分组

裁判长与裁判长助理由组委会遴选并已确定。裁判员由各参赛代表团推荐，每

代表团 1人，经组委会审核后确定。

裁判员需参加培训并听从裁判长的工作安排。根据每个模块不同情况，裁判长

安排裁判员担任加密裁判、现场裁判以及评分裁判等不同角色且进行轮换，评分裁

类型 示例 踉 高 分

值

正 确 分

值

不 正 确 分

值

是/否
设计款式在工业生产中的可

实现性
0.5 0.5 0

从满分中扣除 款式图整体线条顺直， 轮廓

清晰，画线无过重或过轻表

达。（每处错误扣除 0.5 分）
1 1 0.5 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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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在评定各个模块，需要回避本队作品，以保证评分过程的公平公正。裁判长与裁

判长助理对评分过程进行监督，不参加打分。竞赛期间，所有纸质评判表（含修改

的评判表）均由裁判长和裁判长助理保管。比赛结束后，裁判长统一报送组委会。

四、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一）赛场设备

主办方统一提供，按工位数量（包括备用工位）配备。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服装工

作台

长 200cm 宽 120cm 高 75cm

按工

位配

备

张 1 张/人

2 工作凳

按工

位配

备

张 1 张/人

3
样衣模

块人台

丰邦人台

女体 160/84A

按工

位配

备

个 1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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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缝纫机

按工

位配

备

台 1 台/人

5
熨烫设

备

熨烫桌、熨斗（含熨斗靴）、吊

瓶、烫垫

按工

位配

备

套 1 套/人

6 烫凳

按工

位配

备

个 1 个/人

7
立裁模

块人台

匠裁立裁人台

按工

位配

备

个 1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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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体 165/84A

8 工具包

包含：工具包/1 个、梭皮/1 个、梭芯

/4 个、针插/1 个、立裁针/2 包、标记

带（红黑）/2 卷、手缝针/1 包、机针

（14 号 11 号）/各 1 包、消失划粉/2

片、有色划粉/1 片、小透明胶带/1 卷、

小文具刀/1 把、一字螺丝刀 1 把、十

字螺丝刀/1 把、锥子/1 个、镊子/1 个、

拆线器/1 个、记号笔/1 支、消失笔/1

支、自动铅笔/1 支、铅笔芯/1 管、樱

花勾线笔/粗细各 1 支、橡皮/1 个、划

布轮（划线轮）/1 个、打孔器/1 个、

剪口钳/1 把、线剪/1 把、纸剪/1 把、

大剪刀(11 寸)/1 把、卷尺/1 个、曲线

尺/1 把、袖笼曲线尺/1 把、直尺/1 把、

20CM 钢尺/1 把、左、右单压脚/各 1

个、1:5 制版多功能比例三角尺。压铁

2 个/人

按工

位配

备

套 1 套/人

（二）赛场材料和工具

以下材料每位选手 1份。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A3 人体模板

（空白）
A3 2 张 赛前发放

2 面料小样 A4 大小 1 块 现场抽取

3 白坯布 纯棉/幅宽约 150cm 3 米 物料准备

4 打板纸
对开（ 110x83.5）， 白

色，厚 80g
3 张 赛前发放

5
拓版纸（上交

评分）
对开， 白色， 30-40g 5 张 赛前发放

6 净版纸 对开，牛皮纸，厚 120g 1 张 赛前发放

7 面料 1
150cm 宽，春秋外套中克

重面料，与面料 2 拼色
2 米 物料准备

8 面料 2
150cm 宽，春秋外套中克

重面料，与面料 1 拼色
2 米 物料准备

9 里料
舒美绸，轻克重，幅宽

150cm ，与面料顺色
2.5 米 物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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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纺衬 75d ， 幅宽约 150cm 2 米 物料准备

11 无纺衬 40g 1 米 物料准备

12 垫肩 平垫肩、圆垫肩各一副 2 副 物料准备

13 嵌条
白色/直丝，无纺加丝，宽

度 1cm
1 盘 物料准备

14 钮扣

材质： 塑料仿金属/直径

2.3～2.5cm 8 粒，树脂+合

金/直径约 1.5～1.8cm 10

粒

18 粒 物料准备

15 缝纫线 与面料顺色 2 轴 物料准备

16 梭壳/梭芯
梭壳/人 1 个， 梭芯/人

3 个
1 套 物料准备

公共区域材料：样板打孔器 、穿版线绳等备用。每位选手 1个物料箱。

（三）选手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所有工具与材料由组委会准备，选手无需携带任何工具与材料进场。

（四）禁止自带使用的工具材料

不得携带和使用自带的任何存储设备，含手机、智能手表、照相机、录像机等

设备。

五、赛场布局要求

（一）赛场面积和基础设施要求

1.赛场面积要求

本项目场地总体面积约 1000 平米，分操作区与非操作区。操作区选手工位数

量按报名数设置。每个选手工位的面积不低于 12 平米，配备缝纫机、打板桌、熨

烫台及熨烫设备、工作照明、桌椅等。工位旁设通道≥2m。操作区公共区域设置粘

合机与打印区。

非操作区包含选手会议区、裁判会议区、物料区、维修区等。

2.赛场基础设施要求

场地配备水、电、照明、采光、通风、监控、办公等设施，供配电系统、电子

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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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地布局示意图

*注：踉终以场地实际布局为准。

六、项目特别规定

（一）赛前

1.参赛选手应在竞赛前 25 分钟，凭竞赛抽签单和身份证进入考场。

2.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除竞赛抽签单、身份证以外的任何物品进入考场。

3.进入考场后，参赛选手应按照抽签单进入指定工位，并检查设备设施以及材

料是否齐备。

4.参赛选手应准时参赛，迟到 30 分钟以上时，按自动弃权处理。

5.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因个人原因耽误的时间，如休息、饮水、上洗手间， 其

耗时一律计入竞赛时间。

6.监考裁判发出开始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二）赛中

1.参赛选手应严格按照劳动保护规定穿戴工作服、工作鞋等劳保防护用品，并

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接受裁判员、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监督和警示，确保设备

及人身安全。

2.选手在比赛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设备。不得携带和使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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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任何存储设备。

3.选手在比赛期间，除裁判长与裁判长助理外任何人员不得主动接近选手及其

工作区域，不允许主动与选手接触或交流。

4. 选手遇到问题举手示意裁判，由裁判通知裁判长处理。

（三）赛后

1.操作完毕，参赛选手应将作品提交监考裁判，并在竞赛监考记录表上签字确

认。监考裁判、工作人员再模块比赛结束后统一加密。

2.监考裁判发出结束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整理完工

位后，依次有序地离开赛场。

（四）违规情形

根据自治区技术规则，涉及违规，根据违规程度，将对违规人进行处罚。

1.对选手的处理分为成绩扣分、总成绩记 0 分。记 0 分处理的，组委会将禁止

其三年内参加自治区及以上技能竞赛。

2.对裁判人员、保障人员、领队等其他人员的处理，视情节轻重分为约谈、警

告、严重警告。其中约谈 2 次计警告 1 次;警告 2 次计严重警告 1 次。对严重警告的，

终止其参与本赛事工作资格，并限制其今后三年内参与自治区及以上竞赛工作。

3.对违规行为处理，由实施人填写《自治区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违规行为处理

登记表》(附件 4) ，并交大赛组委会技术组，大赛结束后 2 周内，技术组汇总违规

处理情况报送组委会办公室存档备查。

七、健康、安全和环保要求

（一） 安全培训

赛前设备管理人员对选手进行安全操作培训，选手应严格依照设备安全使用说

明进行操作，并签署安全协议书。如发现选手进行违规设备操作，裁判及考务人员

应及时通报裁判长并中止比赛。如选手发现设备出现操作安全问题，应及时通报考

务人员及裁判长，进行安全处理。

（二） 安全设施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比赛前必须明确告诉选手和裁判员安全通道和安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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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赛场必须配备灭火设备，并置于显著位置。

（三） 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和限制

禁止选手及所有参加赛事的人员携带任何有毒有害物品进入竞赛现场。

（四） 医疗设备与措施

赛场必须配备相应医疗人员和急救人员，并备有相应急救设施。

（五） 其他

比赛过程中使用的面料采用环保材料， 并在比赛过程中， 尽量减少纸张的使

用并杜绝浪费 。对于选手未使用完的面辅料进行回收。



附件 1

材料清单

（一）赛场设备
主办方统一提供，按工位数量（包括备用工位）配备。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服装工作

台

长 200cm 宽 120cm 高 75cm

按工位

配备
张 1 张/人

2 工作凳
按工位

配备
张 1 张/人

3
样衣模块

人台

丰邦人台

女体 160/84A

按工位

配备
个 1 个/人

4 缝纫机
按工位

配备
台 1 台/人

5 熨烫设备

熨烫桌、熨斗（含熨斗靴）、吊瓶、烫

垫

按工位

配备
套 1 套/人



6 烫凳
按工位

配备
个 1 个/人

7
立裁模块

人台

匠裁立裁人台

女体 165/84A

按工位

配备
个 1 个/人

8 工具包

包含：工具包/1 个、梭皮/1 个、梭芯

/4 个、针插/1 个、立裁针/2 包、标记

带（红黑）/2 卷、手缝针/1 包、机针

（14 号 11 号）/各 1 包、消失划粉/2

片、有色划粉/1 片、小透明胶带/1 卷、

小文具刀/1 把、一字螺丝刀 1 把、十

字螺丝刀/1 把、锥子/1 个、镊子/1 个、

拆线器/1 个、记号笔/1 支、消失笔/1

支、自动铅笔/1 支、铅笔芯/1 管、樱

花勾线笔/粗细各 1 支、橡皮/1 个、划

布轮（划线轮）/1 个、打孔器/1 个、

剪口钳/1 把、线剪/1 把、纸剪/1 把、

大剪刀(11 寸)/1 把、卷尺/1 个、曲线

尺/1 把、袖笼曲线尺/1 把、直尺/1 把、

20CM 钢尺/1 把、左、右单压脚/各 1

个、1:5 制版多功能比例三角尺。压铁

2 个/人

按工位

配备
套 1 套/人

（二）赛场材料和工具
以下材料每位选手 1 份。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A3 人体模板（空

白）
A3 2 张 赛前发放



2 面料小样 A4 大小 1 块 现场抽取

3 白坯布 纯棉/幅宽约 150cm 3 米 物料准备

4 打板纸
对开（ 110x83.5）， 白色，

厚 80g
3 张 赛前发放

5
拓版纸（上交评

分）
对开， 白色， 30-40g 5 张 赛前发放

6 净版纸 对开，牛皮纸，厚 120g 1 张 赛前发放

7 面料 1
150cm 宽，春秋外套中克重面

料，与面料 2 拼色
2 米 物料准备

8 面料 2
150cm 宽，春秋外套中克重面

料，与面料 1 拼色
2 米 物料准备

9 里料
舒美绸，轻克重，幅宽 150cm ，

与面料顺色
2.5 米 物料准备

10 有纺衬 75d ， 幅宽约 150cm 2 米 物料准备

11 无纺衬 40g 1 米 物料准备

12 垫肩 平垫肩、圆垫肩各一副 2 副 物料准备

13 嵌条
白色/直丝，无纺加丝，宽度

1cm
1 盘 物料准备

14 钮扣

材质：塑料仿金属/直径 2.3～

2.5cm 8 粒，树脂+合金/直径约

1.5～1.8cm 10 粒

18 粒 物料准备

15 缝纫线 与面料顺色 2 轴 物料准备

16 梭壳/梭芯
梭壳/人 1 个， 梭芯/人 3

个
1 套 物料准备

公共区域材料：样板打孔器 、穿版线绳等备用。每位选手 1 个物料箱。

（三）选手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所有工具与材料由组委会准备，选手无需携带任何工具与材料进场。

（四）禁止自带使用的工具材料
不得携带和使用自带的任何存储设备，含手机、智能手表、照相机、录像机等设备。



附件 2

模块 A 款式系列设计（练习模板）





附件 3

立体裁剪题库

款式 1



款式 2



款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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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

时装技术项目竞赛试题

一 、 比赛内容

(一)比赛模块

本项目总时长 750分钟（12.5 小时），各个模块具体时长见下表。本项目不延时。

序号 项目 时长（min）

模块 A 款式设计 90

模块 B 立体裁剪 120

模块 C 服装制版 180

模块 D 样衣制作 360

合计 750

(二)比赛要求

★ 模块 A根据比赛当场提供样布的特性 ，设计及绘制应用于同一目标市场的服装；

★ 模块 B根据比赛抽取的服装图片,使用大头针在比赛提供的人台上做立体裁剪；

★ 模块 C、D 女装设计、制版、剪裁及缝制；各种工业缝制机器设备的熟练使用；熨烫

和后期整理；手工或者而其他方式的装饰方法。

★ 比赛模块模块 A、模块 B时间是独立的。模块 C、模块 D可共用时间，但模块 C的

时间不能超过 180 分钟。选手不得在卷面上和立裁作品及人台上留非规定的记号或文字，如果

出现违规记号视为废卷。每个模块时间结束时，无论是否完成都必须准时提交作品。

二 、 比赛内容的描述

（一）模块 A 款式设计

比赛时长：1.5 小时

选手根据比赛现场抽取的面料小样和目标市场，完成系列服装设计并绘制平面款式图

（正背面），款式图要求用黑色墨水笔在有标准人体图 A3 绘图纸（附件 2）上完成。目标市场

为以下两个选题，现场抽签决定到底哪一个选题：

快时尚-商务装系列(秋冬) 完成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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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时尚-休闲装系列(春夏) 完成 4 款

（二）模块 B 立体裁剪

比赛时长：2小时

选手根据提供的 3米坯布，按照在题库抽签的正面服装图片，在比赛提供的人台上用大

头针制作立体裁剪作品，后背自行设计，与前部设计和谐。边沿可以采用折边或者剪净的方式

进行。

（三）模块 C 服装制版

比赛时长：2.5 小时

比赛下列女装外套设计要求以及现场抽签元素，完成一款女装时尚春秋外套的制版。女

装制版方式可以为平面制版，也可以为立裁制版（提供立裁白坯布），不提供基础样版，无论

是平面制版还是立裁制版，均需转化为工业样板，选手的工业样板需上交并评分。

女装要求设计要求如下：

——全里，底边与面料闭合；

——衣长（后中线测量）不短于 55cm,不长于 80cm；

——断腰结构，断腰长度至少在腰部结构 1/3 及以上；

——服装结构对称或不对称均可，复杂性结构（含不对称）有技术难度分；

——至少两个口袋，位置、形式不限，需具备功能性；

——闭合方式为至少有 1 粒钮扣固定，需要有扣眼。扣眼形式不限,赛场不提供锁眼设

备，复杂性扣眼有技术难度分；

——在服装中要有装饰设计，可以包括腰带、滚边、抽褶、手针装饰等形式，位置不限，

复杂性装饰及两种以上装饰有技术难度分；

——比赛提供红黑两种秋季面料，必须同时使用在设计中，主次顺序依据自己设计决定，

服装里料也可作为装饰材料运用；

——服装边缘不可以有毛边。

赛前抽签选择的元素如下：

第一次抽签 ： 领 型: 驳领或翻领；

第二次抽签： 袖子结构：圆装袖或插肩袖；

抽签一旦决定后 ， 其他并列元素将不得出现在服装中。

（四）模块 D 样衣制作

比赛时长： 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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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们使用模块 C的样板，排料、裁剪、粘衬（手工）和缝制熨烫服装，比赛结束后，

提交样衣一件。

三 、 比赛提示

（一）模块 A 款式设计

1.选手们必须使用比赛提供的 A3 标准人体图（附件 2）。

2.所有服装设计效果图只能用墨水笔完成。

3.所有选手的设计图是根据统一的目标市场和面料料样进行设计的。

4.面料小样在比赛当天抽签决定，目标市场及季节等由裁判长依据抽签面料现场决定。

5.选手将自己的工位号用水笔写在考卷指定位置，卷面正面不出现任何文字说明。上交

考卷后，将进行加密处理。

（二）模块 B 立体裁剪

1.立体裁剪款式图片将会在比赛前进行抽取。

2.所有参赛者将根据统一的服装款式图片进行立体裁剪制作。

3.坯布边缘可采取剪齐或者折边的工艺，要求线条清晰。

4.选手应根据图片的穿着效果而判断立体裁剪松量大小。

5.选手须使用由大赛统一提供的人台标识带、立裁别针和标记笔。

6.作品表面不得有文字出现。如有拉链或纽扣示意，请用统一图示。

（三）模块 C 服装制版

根据比赛中指定的设计要求及抽签的元素，完成自己的女装设计。比如，抽签款式中的

领型为驳领,袖子的类型为插肩袖，则其他并列元素不得出现，如果出现错误设计，该部分的

评分为零分。选手可以运用立体裁剪或平面裁剪方式制作样版，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但最终须上

交纸质工业样版，比赛结束后须将所有样版上交（包括工业样版、过程制图或立裁坯布样片），

但只针对工业制版进行评分。赛场不提供基础样版。

工业制版要求每块样版均要标示以下信息：

1.产品名称： 2024XJ+工位号

2.样片名称： 前片/后片/腰头......

3.裁片信息： 面*2 ， 褶皱、 归拔符号 ， 兜位 、拉链位、扣位等。

4.号型： 160/8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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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样片数量： 如： 1/10、 2/10、 3/10 ......

6.丝道线： 丝道长度要求从最上净样线到最下净样线。

以上标示信息均需用墨水笔完成。

*注意：

关于做缝和剪口：常规做缝宽度 1厘米，下摆 4厘米，需宽度一 致。剪口可以画出或

剪出，但宽度不得大于 0.5 厘米。

（四）模块 D 样衣制作

选手们使用模块 C的样板，排料、裁剪、粘衬和缝制熨烫服装。现场不提供粘衬机，需

要手工粘衬。

附件 1材料清单

附件 2 款式设计 A3 模版

附件 3 立体裁剪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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