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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宽松式女装造型与结构设计研究

肖立志
!福建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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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间的女性是高端服装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她们对于服装有购买欲望和消费能力#而

在此年龄范围的女性有较大比例的人群处于体型发胖期#她们通常因为体型因素而难以购买到结构合适及造型时

尚的服装#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对宽松式女装造型和结构的时尚化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文章通过对具体设计案例

的类比性分析#总结了时尚宽松式女装在结构上应侧重胸上部位合体和胸下部位宽松#在造型上应侧重可承受重力

的领部'胸部及肩袖等部位的装饰设计#以此来平衡宽松式女装在造型和结构上的形式美感#从而达到结构合理和

造型时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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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式女装是指在结构上有较大的活动松量且

在造型上不能充分体现女性胸(腰(臀三围轮廓的服

装样式&

"

'

%在现有女装造型设计的研究中$宽松式

女装是相对于合体式女装的定义而存在的$合体式

女装即服装的胸(腰(臀三围的结构能够反映人体形

态的服装样式$如各类时尚女装中的连衣裙(旗袍(

礼服及合体外套等$这些服装种类较易让人与1时

尚2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的造型与结构较易反映女

性体态本身所散发出的柔美韵味$而合体造型之外

的女装便是宽松式女装$它们通常让人联想到运动

装(中性化的衬衫和夹克之类的服装$很难让人与

1时尚女性2联系在一起$而宽松式女装的造型和结

构的时尚化研究对于完善现有的女装消费市场来说

至关重要%宽松式女装主体消费对象为体形偏胖或

肥胖且追求着装时尚的女性群体$其体形发胖的主

要数据指标为胸腰围的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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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

号型0国家号型标准中将女性人体体型分为
L

(

K

(

W

(

U

四类$即偏瘦体型(正常体型(偏胖体型(肥胖体

型$这四类体型的胸腰围差数范围分别为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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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下关于宽松式女装

造型和结构研究的穿着对象为胸腰围差数在
#

"

"!6G

之间的女性群体%

!

!

宽松式女装造型和结构时尚化研究的意义

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发胖的主要部位是

胸(腰(臀三围$当三围数据骤然攀升时$常规性合体

的服装结构只会更加清晰地暴露女性身材美感欠佳

的位置&

$

'

$这一特点使得现有大部份该年龄段的女

装品牌在造型与结构的设计上处于两难的境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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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段的女装品牌在造型设计上普遍较为

时尚$服装的结构以合体类居多$这些品牌通常因为

结构的问题而失去体型较胖的消费者*

#%

"

#D

岁年

龄段的女装品牌在结构设计上以宽松和半宽松居

多$而在造型的设计上普遍缺乏时尚感&

!

'

$因此这两

个年龄段的女装品牌皆因为难以兼顾服装结构与造

型的美感而失去体形偏胖的消费群体%

现有女装结构设计研究在形式美感上所侧重的

主要方向是合体结构的时尚化研究&

#

'

$而宽松式女

装的结构和造型美感研究基本上被忽略了$但从实

际市场消费需求的层面看$宽松式女装造型与结构



的美感研究是极其必要且极具经济价值%国内的医

学调查数据显示$

!!@EY

的女性在
!%

"

!D

岁之间开

始发胖$

$E@"Y

的女性从
#%

"

#D

岁之间开始发

胖&

B

'

$这两个年龄段的女性是发胖概率最高的群体$

而其发胖的主要原因是相对较高的经济能力使生活

趋于安逸的结果$这也代表着她们具有较高的消费

能力*另一方面$国家民政局对于离婚率的调查显

示$这两个年龄段人群的离婚率是最高的$对于这两

个年龄段的女性人群来说$为了平衡内心的危机感

和增加自信心$她们大都会花费较大比例的财力和精

力妆扮自身&

C

'

$即对于服饰和各类美容产品有较大的

消费欲望$而在如此巨大的消费需求面前$众多女装

品牌却难以在1时尚的造型2和1宽松的结构2之间取

得平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对结构上应当宽松

的部位与造型上应当侧重的装饰点进行科学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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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宽松式女装造型设计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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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设计

服装的造型设计是以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为前提

的$服装造型设计的形式美感必须符合目标消费群

体的基本穿着功能性及满足着装心理需求&

&

'

%体型

偏胖或肥胖的女性$其胸部大都较为丰满$在服装的

造型和结构设计上凸显丰满的胸部轮廓$有利于表

现服装造型的女性化韵味*较小的胸腰围差使得这

一群体的胸腰部轮廓美感较差$在服装的造型设计上

应弱化人体腰部本身的轮廓$以
K

型(

O

型及
h

型服

装轮廓对人体的腰部轮廓进行修饰$此类轮廓造型大

都在胸部以下形成大摆或腰部悬空的结构$由于大摆

的服装造型需要考虑到面料的悬垂和整洁效果$若作

过多的装饰$大摆的造型会因装饰布面的重量而产生

塌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面料的悬垂感$从而影响服

装基本的造型美感$因此$在保持
K

型(

O

型及
h

型

轮廓造型的基础上$将装饰设计的重点选择较能承受

重力的部位$如领部(肩袖部及胸部等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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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重心在领部的造型设计

领部是服装造型设计中的一个重要视觉区域$

它涉及到人体头部(颈部及肩部的美感$是服装造型

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服装

的整体效果&

E

'

%如图
"

所示$

K

(

W

(

U

三款均是视觉

重心在领部的时尚宽松式女装造型$由于它们领部

线条造型的密集程度不同而使它们在各自整体造型

中发挥的视觉重心作用不同$

K

款的领部是翻领和

小立领造型的结合$其领片属于单片式的平面造型$

是其领部整体造型的视觉中心$但其发挥的视觉重

心作用远不如
W

款和
U

款的领部*

W

款的领部是平

面领片和立体肌理的结合$领部的面积虽小于
K

款$但领部线条的密集程度却高于
K

款$使其在整

体造型中的视觉重心作用更为明显*

U

款的领部是

一个纯肌理的造型$由于面积较大且造型线条最为

密集$使得
U

款领部的视觉重心作用要远大于
K

款

和
W

款%综上所述$要把握领部在宽松式女装造型

中的视觉效果和平衡它在整体造型中的重心作用$

就必须控制领部造型在整体造型中的面积比例和造

型线条的密集程度%

图
"

!

视觉重心在领部的造型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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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重心在肩袖部的造型设计

肩部是服装重量最为重要的支撑部位$宽松式

女装由于其下摆宽大的结构$装饰性活褶造成的面

料重量会使肩部承受比常规性服装更多的重量$当

肩袖部没有特殊的造型设计作掩饰的情况下$体形

偏胖的穿着者会因肩袖部的合体结构而显得臃肿$

因此$在肩袖部作装饰性的活褶设计可以兼顾造型

的美感和结构的功能性%如图
$

所示$

K

款和
W

款

的肩部均有活褶造型$只是因为活褶所处的位置与

朝向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造型和结构作用%

K

款的活

褶位于落肩袖的袖山附近$其活褶的伸展方向可同

时作为人体肩部(肱二头肌和胸部的伸缩需要$因

此$

K

款的活褶造型在起到装饰作用的同时还有很

全面的结构功能作用*

W

款袖部的装饰褶位置与
K

款相同$但由于其褶的造型上方闭合与下方展开$在

结构功能上仅能满足对肱二头肌的活动量和美感修

图
$

!

视觉重心在肩袖部的造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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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而不能覆盖肩部对于其同样的功能需要$因此
W

款的肩部又作了几道活褶造型$以此来满足肩部的

结构功能和造型美感需要%综上所述$在肩部作装

饰设计时$要考虑肩袖部的膨胀所需的功能性装饰%

$@!

!

视觉重心在胸部的造型设计

时尚宽松式女装的结构特点是胸部合体和胸下

宽松$因此不宜在胸部作大面积的立体装饰$否则与

宽大的下摆放置在一起而使整体造型都显得臃肿%

胸部的造型设计和装饰手法要以不破坏其基本的合

体造型为前提%如图
!

所示$

K

(

W

(

U

三款均是视觉

重心在胸部的时尚宽松式女装$它们在胸部区域的

曲线形状都在不同程度上使胸部产生向外膨胀更为

丰满的视错觉%

K

款胸部上方的小披肩下摆线条使

人在视觉上产生了向胸部集中的效果$因此$胸部中

间的小细褶便成了视觉中心$由于小披肩的下摆线

是单一的线条形状$在视觉上仅成了引导视觉重心

的附属作用*

W

款胸部区域是三条曲线的组合造型$

由于曲线所占的面积较大而形成一个设计1面2$在

视觉上的重心作用要明显大于
K

款胸部曲线的作

用$但其线条的装饰手法属于纯平面的$所以在视觉

重心的作用上又稍弱于
U

款$

U

款的胸部区域虽只

有两条曲线组成$但这两条曲线共同组成了一个立

体的小装饰片$造型更为紧凑$且胸部上方形成了一

个微小的立体轮廓$使得
U

款的胸部造型成为非常

明显的视觉中心%

图
!

!

视觉重心在胸部的造型设计

$

!

时尚宽松式女装结构设计的重点

!@"

!

胸围宽松量的设计

在现有的女装结构设计的研究中$宽松式女装

的定义是胸围宽松量在
"C6G

以上的夏装和
$%6G

以上的秋冬装&

D

'

$如此大的胸围宽松量通常会使女

性着装后的胸部轮廓较为模糊$服装的造型风格极

易偏向中性化$因此$要对宽松式女装结构进行时尚

化和女性化的设计$必须对固有的胸围宽松量定义

进行修改%图
#

是一个针对宽松式女装胸围宽松量

的实物实验$该图中是一款成品胸围为
"%C6G

的
O

型宽松式女装$四位模特的净胸围分别为
E!

(

EC

(

EE6G

和
D%6G

$即着装后的胸围宽松量分别为
$!

(

$%

(

"E6G

和
"C6G

$从实际的着装效果看$模特
,

胸

部有较多的纵向宽松褶量$无法看出胸部的侧面轮

廓和正面立体感*模特
J

可看出$向腰部倾斜的胸部

侧面轮廓线$但胸部正面仍有明显的宽松褶量*模特

6

的胸部正面与侧面均有较明显的立体感$但胸部

正侧面仍有少许斜向宽松褶量*而模特
I

的胸部立

体效果明显优于前三位模特的着装效果$胸部的侧

面轮廓倾斜度明显大于模特
,

和
J

$胸部正面在保

持立体感的同时又较为平整$无明显的宽松褶量%

综上所述$在
O

型宽松式女装结构中$由于无明显

的收腰设计$较大的胸围宽松量极易使胸部的最终

造型产生明显的褶皱$并且使整体的躯干显得更为

臃肿$因此$从如上的实验可看出$为使服装胸部有

较明显的立体感$胸围的宽松量上限为
"C6G

$而该

款
O

型宽松式女装为冬装$模特均是在穿着一件羊

绒衫的基础上进行的着装试验$因此$

O

型宽松式

女装的胸围宽松量上限为
"C6G

%

图
#

!

胸围宽松量在
"C6G

以上的
O

型宽松式女装

在如上的
O

型宽松式女装实验中$总结出了胸

围宽松量的上限为
"C6G

的
O

型宽松式女装中$虽

然胸部的造型较为平整$但服装的整体造型仍然显

得较为中性化$难以体现女性的柔美韵味%因此$胸

围宽松量的上限仅能保证胸部的立体造型$而为达

到服装造型的女性化韵味$应将宽松式女装的胸围

宽松量设置方法偏向常规体形的女装结构设计方

式%如图
B

所示$图中是一款成品胸围为
DE6G

的

K

型女装$四位模特着装后的胸围宽松量分别为

"B

(

"$

(

"%6G

和
E6G

$从实际的着装效果看$四个模

特的胸部造型均较为立体$正面平整无褶线$但由于

宽松量的不同$她们的着装所体现的女性化韵味也

存在着差异化$模特
,

的胸围宽松量为
"B6G

$胸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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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较为平整$但正面的隆起程度较小$使得胸下的造

型更为宽松$形成了整体躯干较为臃肿的视错觉*模

特
J

的胸围宽松量为
"$6G

$虽胸部的正面隆起程

度明显优于模特
,

$但整体躯干较为臃肿的视错觉

仍旧明显*而模特
6

和模特
I

胸部的正面隆起程度

极为明显$胸部以下的下凹幅度反而形成了人体腰

部向内压缩的视错觉$下摆的外翘造型则成为了纯

粹的装饰效果$服装的整体造型风格有明显的女性

化韵味$因此$为使宽松式女装造型形成明显的时尚

化和女性化风格$胸部较理想的宽松量设置范围应

等同于合体性服装的数值设置范围%

图
B

!

胸围宽松量为
E

"

"#6G

范围的
K

型宽松式女装

!@$

!

腰部的设计

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大$在三围数据中增幅最大

的是腰围$在胸腰差缩小的情况下$女性的1

5

2形曲

线美感逐渐减弱$因此$在时尚宽松式女装的结构设

计中$应尽量弱化腰部的合体性&

"%

'

$而要弱化实际

的腰部特征$可采取两种较为有效的腰部结构设计

方式$其一以宽松的大摆结构来模糊腰部的实际位

置和维度$达到视觉转移的目的*其二是大比例提高

腰线位置$以胸部和胸下形成的轮廓斜度来产生腰

围向内压缩的视错觉%如图
C

所示$图中的款式为

胸部合体(胸下大摆的造型$在其结构图中$仅胸围

线下
B6G

以上为合体结构$而胸围线下
B6G

以下

为交叉裁剪形成的大摆结构$腰部较大的宽松状态

与合体的胸部造型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模糊了人

体腰部的视觉区域*另外$胸部以下的大摆造型会使

服装的造型产生较为端庄的效果$这也较符合这一

年龄段大多数消费群体所需的服装风格%以大摆作

为装饰性的造型$可灵活控制摆的造型和摆上的褶

量$当大摆的维度越大$活褶数量越多$对腰部结构

的模糊效果就越好$装饰性韵味也越为明显%图
&

为胸围线上合体(胸围线下大摆的造型$在其结构图

中$通过下摆纸样展开的方式$来控制大摆的维度和

装饰性活褶的数量%对于控制装饰性活褶的位置方

面$纸样展开的方式比交叉裁剪要更为灵活$且纸样

展开后形成的斜纱面积较大$可使下摆整体的悬垂

度更为自然%

图
C

!

交叉裁剪形成的大摆结构

图
&

!

以纸样展开的方式形成大摆结构

弱化人体腰部形态特征的第二种方法是大比例

提高腰线位置$以胸部和胸下形成的轮廓斜度来产

生腰围向内压缩的视错觉%图
E

为腰线提高
"%6G

的实验$该款服装的造型特点是以腰带来形成束腰

的效果$在结构上的特点是将腰带的位置比人体的

腰线位置提高了
"%6G

$由于借助腰带的可调节作

用$不同胸围尺度的模特在胸腰部均达到了较为平

整的布面效果$由于服装腰围线的提高$从新腰线到

胸部之间形成了很明显的轮廓斜度$服装结构在弱

化人体腰围的基础上$形成了模特腰部向内压缩的

视错觉%

图
E

!

腰围线提高
"%6G

的
K

型宽松式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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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袖部的设计

当女性体形发胖之后$肩部和肱二头肌大都会

明显变厚$常规性合体的袖窿和袖山结构会使这一

部位的造型过于紧绷而暴露美感上的不足$进而影

响服装的整体效果&

D

'

$因此$可通过改变常规性袖窿

和袖山的合体结构来掩盖和修饰人体肩部和上臂部

的形态%如图
D

所示$该款式在肩部和袖山部分别

做了几道装饰性的活褶$活褶作为一个造型设计元

素$在起到装饰性作用的同时$可在视觉上模糊人

图
D

!

在肩袖部设计装饰性活褶结构

体肩臂部的形态$提高穿着人群的覆盖面$因此$宽

松式女装中肩袖部的活褶结构达到了形式与功能的

统一性%

肩袖部装饰性活褶结构可提高穿着人群覆盖

面$在肩袖部区域内设置不同方向的活褶均可达到

这一结构设计目的%图
"%

为肩袖部结构设计图$该

图是一落肩袖结构$纸样分解图在落肩部位的上方

设置了
#6G

活褶量$下方设置了
$6G

活褶量$这一

结构设计可满足肩袖部体态较厚的穿着者$同时$对

于正常体态的穿着者而言$活褶没有被撑开的状态

仍可作为一个装饰性的造型*为达到造型设计的灵

活度和提高穿着人群覆盖面$可根据服装造型的需

要来改变褶的朝向和形状*图
""

为一插肩袖结构$

插肩袖结构有利于模糊人体肩袖部的视觉区域$在

视觉上削弱肩袖部的臃肿体态$同时$从领部向肩部

发散的活褶结构可达到较好的修饰作用$使人在视

觉上产生一种错觉$即肩袖部的膨胀感是因活褶的

装饰引起的$而非人体本身的结构形态%

图
"%

!

落肩袖中的活褶结构

图
""

!

插肩袖中的活褶结构

)

!

结
!

论

宽松式女装的时尚造型和结构设计的研究具有

非常直接的经济价值$在提高
!%

"

B%

岁年龄段女性

消费群体覆盖面的同时$可为体形偏胖的女性在着

装上兼顾穿着美感和结构功能%本文以具体的设计

案例分析了时尚宽松式女装造型和结构设计重点$

具体结论如下!

,

#由于宽松式女装所针对的主体消费对象体

形特征表现为胸围增值小$腰围增值大$在服装轮廓

的设计上以
K

型(

O

型及
h

型为主$可弱化着装对

象的体形特征*

J

#提高领部造型在整体造型中的面积比例$增

加造型线条的密集程度$可提高领部在宽松式女装

造型中的视觉重要性$间接弱化着装对象躯干的体

形特征*

6

#在肩袖部造型设计中利用各种不同方向的

装饰性活褶$即可满足人体肩部和上臂部因形态膨

胀所需的服装功能性$又可兼具造型设计的装饰性*

I

#为保证宽松式女装整体结构的平衡感和着

装效果的工整性$胸围宽松量上限为
"C6G

$而要使

宽松式女装造型形成明显的时尚化和女性化风格$

&$#

第
#

期 肖立志!时尚宽松式女装造型与结构设计研究



胸部较理想的宽松量设置范围应等同于合体性服装

的数值设置范围*

1

#在腰部结构设计中$宽松的大摆结构可以模

糊腰部的实际位置和维度$从而达到视觉转移的目

的*大比例提高腰线位置$以胸部和胸下形成的轮廓

斜度可产生腰围向内压缩的视错觉%

.

#在肩袖部结构设计中$通过活褶的数量和褶

量可提高穿着人群的覆盖面$满足肩袖部较厚体形

的穿着功能性$同时对于肩臂部体态正常者$结构上

设置的褶量在未被撑开的情况下可作为纯粹的装饰

作用*在落肩袖和插肩袖上设置装饰性活褶$有利于

模糊人体肩袖部的视觉区域$在视觉上削弱肩袖部

的臃肿体态%

参考文献!

&

"

'肖立志
@

女装造型设计元素的延续性研究 &

'

'

@

装饰$

$%"!

"

"

#!

""C7""&@

&

$

'谢
!

红
@

服装量身定制中女性上体运动的变化量 &

'

'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

"

#

#!

!BB7!B&@

&

!

'吴碧波
@

以文化为核心的设计策略!杭州女装品牌价值

提升的设计策略研究 &

'

'

@

新美术$

$%"$

"

"

#!

&D7E"@

&

#

'

1̀<1b@8016*1,<3:1*(-1(.;()*61;(.3+;

N

3*,<3(+3+

6-(<03+

4

I1;3

4

+

&

'

'

@_+<1*+,<3(+,-'()*+,-(.U-(<03+

4

5631+61,+I8160+(-(

4=

$

$%%C

"

#

#!

$&E7$D!@

&

B

'陈
!

炜$黄仲奎$郑
!

虹
@

肥胖症患者体质成分分布规

律及其相关性研究 &

'

'

@

医学临床研究$

$%"$

"

#

#!

&$"7

&$#@

&

C

'孙晓娟$陈维涛
@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离婚率之间的实证

分析 &

'

'

@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7#!@

&

&

'谢
!

良
@

服装结构设计研究与案例&

`

'

@

上海!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

$%%B

"

$

#!

!&7#%@

&

E

'

F--1+U,*(- 6̀R3++1

=

$

F-3H,J1<0W

=

1

$

R,*1+Q,W,<@

W)3-I3+

4N

,<<1*+G,d3+

4

<01(*

=

!

,6,;1;<)I

=

(.

N

)J7

-3;01I

N

,<<1*+G,d3+

4N

*,6<361;.(*

N

,+<;

&

'

'

@_+<1*+,7

<3(+,-'()*+,-(.b,;03(+V1;3

4

+

$

8160+(-(

4=

,+IFI)7

6,<3(+

$

$%"$

"

!

#!

"B!7"C@

&

D

'肖立志
@

女装领部的创意式结构研究 &

'

'

@

纺织学报$

$%"!

"

""

#!

"$D7"!B@

&

"%

'

,̀;;3G(W

$

F-1(+(*,W

$

e3+(b

$

1<,-@K+,-

=

;3;(.<01

*1

c

)3*1G1+<;(.Tb_V<,

4

;.(*1..3631+<.,;03(+;)

NN

-

=

60,3+G,+,

4

1G1+<

&

'

'

@_+<1*+,<3(+,-'()*+,-(.Tb

8160+(-(

4

31;

$

$%"$

"

"

#!

C%7CB@

@1W1K39,4

5

6,40101+M6

<

361.+,=-8,-=6;2394

5

1

0:T0731̂9?0093S;0,M41

5

,59GK-0>1-

"

U(--1

4

1(.b3+1K*<

$

b)

2

3,+>(*G,-9+3:1*;3<

=

$

b)H0()!B%"%E

$

U03+,

#

@B9,=68,

!

n(G1+,<<01,

4

1(.!%

"

B%,*1<01G,3+.(*61(.03

4

071+I6-(<03+

4

6(+;)G1*G,*d1<@801

=

0,:1<01I1;3*1.(*6-(<03+

4

6(+;)G

N

<3(+,+I

N

)*60,;3+

4N

(Z1*@O(Z1:1*

$

,-,*

4

1*

N

*(

N

(*<3(+(.Z(G1+3+

<03;,

4

1*,+

4

1,*13+<01.,<<1+3+

4N

1*3(I@9;),--

=

$

3<3;0,*I.(*<01G<(J)

=

<016-(<03+

4

Z3<0;)3<,J-1

;<*)6<)*1,+I.,;03(+,J-1;<

=

-1I)1<(J(I3-

=

.(*G@803;3;J16,);1<01;<)I

=

(+.,;03(+7(*31+<,<3(+(.<01

;0,

N

1,+I;<*)6<)*1(.-((;1Z(G1+m;6-(<03+

4

3;;<3--J-,+d@803;

N

,

N

1*6(G

N

,*1;,+I,+,-

=

H1;;

N

163.36I17

;3

4

+6,;1;,+I;)GG,*3H1;<0,<.,;03(+,J-1,+I-((;1Z(G1+m;6-(<03+

4

;0()-I-,

=N

,*<36)-,*1G

N

0,;3;(+

.3<+1;;,J(:1<01601;<,+I-((;1+1;;J1-(Z<01601;<3+<1*G;(.<01;<*)6<)*1@_+,II3<3(+

$

3+<1*G;(.<01

;0,

N

1

$

.,;03(+,J-1,+I-((;1Z(G1+m;6-(<03+

4

;0()-I-,

=N

,*<36)-,*1G

N

0,;3;(+I16(*,<3:1I1;3

4

+(.<01

6(--,*

$

601;<

$

;0()-I1*,+I;-11:1;Z03606,+J1,*Z13

4

0<<(J,-,+61<01.(*GJ1,)<

=

(.-((;1Z(G1+m;

6-(<03+

4

3+<01;0,

N

1,+I;<*)6<)*1;(,;<(*1,60<01

N

)*

N

(;1(.*,<3(+,-;<*)6<)*1,+I.,;03(+,J-1;0,

N

1@

C3

/

D0=.9

!

Z(G1+m;6-(<03+

4

*

-((;1;<

=

-1

*

;0,

N

1

*

;<*)6<)*1

"责任编辑!杨一舟#

E$#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报"自然科学版#

$%"#

年
!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