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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两年婴幼儿服装个性化市场需求急剧增长，为帮助企业迎合市场需求，提高竞争力，基于

消费者需求和模块化设计理论，对婴幼儿连体衣如何实现在线个性化定制进行了研究。从消费者

设计需求和产品数据管理角度对婴幼儿连体衣进行 分 类 和 模 块 划 分，并 建 立 了 一 个３级 模 块 库。

基于模块编码规则设计了模块编码体系，对产品模块进行合理编码。构建了产品主结构模型和模

块配置规则，并采用规则和实例相结合的方法确立了模块配置模型，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模

块化设计方案。市场检验表明该方案具有良好的可行性。该方案的提出对实现婴幼儿服装的个性

化定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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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经济模式从市场导向

转为消费导向。为了迎合 消 费 者 的 多 样 化 需 求，企

业必须在个性化与规模化之间找 到 结 合 点，模 块 化

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其 基 本 思 路 是：将 产 品 划 分

为若干个具有独立性、互换性、通用性和标准化的模

块，然后根据客户需求的不同进行 模 块 的 选 择 和 配

置，从而达到高效率、高质量、多品种、小批量和低成

本的目的。模块化设计在机械、汽车、家具等领域已

经得到应用，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

可归纳为３类：一是对模块化设计方法的系统研究，

例如，Ｌｅｅ等［１］提 出 采 用 模 糊 层 次 分 析 法 进 行 模 块

化产品设计，李兵［２］研 究 了 面 向 大 规 模 定 制 的 复 合

衣柜模块化设计方法；二是对模块 化 过 程 中 某 个 方

面的专门研究，比如，肖刚等［３］研究了基于相似实例

的板构件产品 的 配 置 方 法，Ｒｉｐｐｅｒｄａ等［４］介 绍 了 一

种量化成本效应的新方法，有助于 在 模 块 化 产 品 族

设计中选择合适的方案；三是研究 模 块 化 与 其 他 方

面的关系，例如，谢卫红等［５］研究了产品模块化对企

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Ｐｉｒａｎ等［６］利用数据包络分

析研究了汽车产业的产品模块化对效率的影响。

服装领域关于 模 块 化 理 论 的 研 究 也 有 不 少，例

如：周海媚等［７］分析 了 服 装 模 块 的 变 形 和 连 接 的 普

遍性规律，以探讨服装模块化设计的可行性；朱江晖

等［８］提出了服装纸样模块化设计的思路和服装纸样

模块系统中模 块 划 分、设 计 的 流 程；Ａｉｍé等［９］以 模

块化理念研究了时尚、纺织和服装 领 域 的 语 义 解 决

方案。但是相比其他行业，服 装 领 域 的 模 块 化 研 究

还不够深入，理论研究较 多，而 应 用 性 研 究 较 少，并

且很多研究试图探寻普适性的模 块 化 设 计 方 法，而

实际上由于服装品类较多、差异较大，在具体应用时

只有结合产品特点进行专门研究，才 能 真 正 服 务 于

企业，应用于市场。此外，目前的服装模块化研究都

集中在西装和衬衫等品类上，少有其他品类，有关婴

幼儿服装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随着二胎政策 的 进 一 步 落 实，婴 幼 儿 服 装 市 场

需求更加旺盛，８０、９０后爸爸妈妈已成为消费主力，

购买力较强，个性化期望 较 高。对 于 婴 幼 儿 服 装 企

业而言，个性化定制必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而
且婴幼儿服装具有款式和结构相 对 简 单 的 特 点，便

于实施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因此，本文基于模块化理

论对婴幼儿服装的在线个性化定 制 进 行 研 究，经 与

企业讨论首选婴幼儿服装中的主打产品即连体衣为

研究对象，对其实现在线个性化定 制 的 关 键 技 术 进

行探索，以期帮助企业真正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提

高市场竞争力。

１　婴幼儿连体衣的模块设计

１．１　婴幼儿连体衣的分类与构成

本文中婴幼儿主要指０～３岁的宝宝，其正处于

身体发育最显著的第一个时期：皮肤敏感、皮脂腺分

泌多、极易出汗、体温调 节 功 能 不 完 善、对 外 界 适 应

性较差、抵抗力较低；并 且 婴 幼 儿 发 育 较 快，头 部 较

大、颈部较短、肩宽不明显、胸腹部突出、四肢力量较

弱、上身长下身短。为了适应婴幼儿的生理特点，服
装设计时一般更重视舒适性和 安 全 性，款 式 一 般 较

为简单，宽松量较大，既 便 于 活 动 又 便 于 穿 脱，面 料

多选择吸汗透气的棉织物。

连体衣因其宽松、舒适、穿脱方便等特点在婴幼

儿群体中应用广泛，尤其是０～２岁的宝宝几乎人人

穿着。连体衣的分类形式有很多，但因出发点不同，

并不一定 完 全 适 合 于 网 络 定 制。本 研 究 通 过 对４７
位有网购经验的家长进行访谈，从 消 费 者 在 线 进 行

个性化定制时的切身需求出发，基 于 模 块 化 思 想 对

婴幼儿连体衣进行重新分类，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婴幼儿连体衣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ｒｏｍｐｅｒ

分类依据 类别

穿着季节 春秋季、冬季、夏季

穿着场合 内衣、外出服

面料材质 棉、棉混纺、毛、聚酯、其他

面料厚度 超薄、薄、中厚、厚、加厚

面料色系 红、橙、黄、绿、蓝、紫、黑、白、灰、其他

面料花型 素色、条格、波点、卡通、其他

裤腿长度 长爬、短爬、三角爬

门襟设计 对襟、偏襟、套头式

裆部设计 开裆、两用裆

衣袖长短 长袖、短袖、无袖

衣领造型 圆领、信封领、娃娃领、翻折领、罗纹小立领

有无帽子 无帽、连帽、有可拆卸帽子

有无手套 无手套、有翻折型手套、有可拆卸手套

有无脚套 无脚套、包脚、有可拆卸脚套

　　其中，按照裤腿长 短 主 要 分 为３种：长 爬、短 爬

和三角爬。长爬为长裤腿型；短爬为短裤腿型；三角

爬为无裤腿型，且三角爬多为套头式，开口形式多样，
如前开 口、后 开 口、肩 部 开 口、信 封 式 领 口 等 等。另

外，婴幼儿服装上的装饰一般较少，最常用的是印花、
绣花或者简单的口袋、动物耳朵等小装饰，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即可，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安全问题。根据

以上分析，同时参考服装覆盖人体的部位不同，可将

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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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连体衣分为４个构成部分：覆盖躯干的衣身部

分；覆盖颈部、手臂和腿部的衣领、衣袖和裤腿部分；
覆盖头、手和脚的帽子、手套和脚套；印花、绣花、口袋

等装饰部分，以及纽扣、按扣、拉链等开合件部分。

１．２　婴幼儿连体衣的模块划分

服装的模块化 包 括 部 件 模 块 化 和 零 件 模 块 化。
其中，部件的模块化主要是面向设计，零件的模块化

主要是面向生产［７］。本文以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

为导向，对婴幼儿服装进行部件的模块化划分，原则

上每个模块应具有独立性和可替换性，同时也兼顾

模块库后期的扩展［２］。以满足消费者对款式的多样

化需求为出发点，同时结合服装生产工艺限制和成本

要求，根据模块划分粒度适中的原则，对婴幼儿连体

衣的模块进行逐级划分。其中：一级模块的确定依据

是上述对连体衣的构成分析，包含衣身、裤腿、衣领、
衣袖等９个模块，可命名为部件模块；二级模块的确

定依据是每个一级模块的常用细分类别，可命名为细

分模块；三级模块是部分二级模块的细分造型，比如

娃娃领由于领片形状的不同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造

型，可命名为造型模块，具体如表２所示。

表２　婴幼儿连体衣模块库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ｕ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ｒｏｍｐｅｒ

一级模块
（部件模块）

二级模块
（细分模块）

三级模块
（造型模块）

衣身

对襟开裆

对襟两用裆

偏襟开裆 门襟造型１，２，…

偏襟两用裆 门襟造型１，２，…

套头式开裆 开口方式１，２，…

套头式两用裆 开口方式１，２，…

裤腿

长爬

短爬

三角爬

衣领

圆领 领型１，２，…

信封领

娃娃领 领型１，２，…

翻折领 领型１，２，…

罗纹小立领

衣袖

无袖 袖型１，２，…

短袖 袖型１，２，…

长袖 袖型１，２，…

（续　表）

一级模块
（部件模块）

二级模块
（细分模块）

三级模块
（造型模块）

帽子

无帽

连帽 帽型１，２，…

可拆卸帽 帽型１，２，…

手套

无手套

翻折手套

可拆手套 手套造型１，２，…

脚套

无脚套

包脚

可拆脚套 脚套造型１，２，…

开合件

纽扣 造型１，２，…

暗扣

拉链

系带

装饰

印花 造型１，２，…

绣花 造型１，２，…

口袋 造型１，２，…

其他装饰 造型１，２，…

２　婴幼儿连体衣的模块编码

编码可以通过 简 单 的 字 符 代 替 复 杂 的 含 义，避

免冗长的文字，简单清 晰 地 描 述 事 物 的 属 性。对 婴

幼儿连体衣模块进行合理编码，可 以 有 效 表 达 模 块

特征，传递消费者定制信息，也有利于计算机对信息

的读取和调用。原则上每一个模块的编码必须具有

唯一性，避 免 模 块 的 重 复 开 发，保 证 模 块 的 可 识 别

性；同时还必须具有可拓展性，编码系统也应留有一

定的空间，以适应未来的变化，满足模块库的后期完

善［１０］。根据婴幼儿连体衣模块库的特点，本研究提

出模块编码体系采用树式和链式结构相结合的混合

式结构［１１］，每 个 模 块 拥 有 一 个 编 码，逐 一 录 入 模 块

库信息系统，为实现模块的调用和配置打好基础。

２．１　模块编码体系的构成

编码体系由字母和数字共２４位组成，如图１所

示。其中，第１、２位 为 属 性 码，第３～６位 为 类 别

码，第７～１４位为材质码，第１５～２１位为装饰码，第

２２位为尺码码，第２３位 为 追 释 码，第２４位 为 ＡＢＣ
分析码。属性码和类别 码 采 用 树 式 结 构，材 质 码 和

装饰码采用链式结构。

图１　模块编码体系的构成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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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模块的编码分析

２．２．１　属性码

属性码主要包 含 适 合 穿 着 的 季 节 和 场 合，季 节

代码用数字表示，场合代码用字母表示，具体含义如

表３所示。

表３　属性码代码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ｄｅ

第１位代码 第２位代码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１ 春秋 Ｕ 内衣

２ 冬 Ｏ 外出服

３ 夏

２．２．２　类别码

类别码主要包 含 组 成 服 装 的 部 件、细 分 类 别 和

不同的造型，如表４所示。其中：第３位代码对应一

级模块，用一个字母表示；第４位代码采用数字组成

的顺序码表示细分类别；第５、６位代码表示有多种

造型可选的细分部件的造型，设置为两位数字，以满

足后续代码库的扩展需要。

２．２．３　材质码

材质码主要包 含 所 选 部 件 采 用 的 面 料 材 质、主

要色系、面料花 型、厚 度 和 弹 性５方 面 信 息。其 中，
材质、色系和花型三方面由于种类较多，分别用两位

数字表示，厚度和弹性各用一位数字表示，具体含义

如表５所示。

表４　类别码代码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ｏｄｅ

第３位代码 第４位代码 第５、６位代码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Ｂ 衣身

１ 对襟开裆 ００ 无此属性

２ 对襟两用裆 ００ 无此属性

３ 偏襟开裆 ０１，０２，… 门襟造型１，２，…

４ 偏襟两用裆 ０１，０２，… 门襟造型１，２，…

５ 套头式开裆 ０１，０２，… 开口方式１，２，…

６ 套头式两用裆 ０１，０２，… 开口方式１，２，…

Ｐ 裤腿

１ 长爬 ００ 无此属性

２ 短爬 ００ 无此属性

３ 三角爬 ００ 无此属性

Ｃ 衣领

１ 圆领 ０１，０２，… 领型１，２，…

２ 信封领 ００ 无此属性

３ 娃娃领 ０１，０２，… 领型１，２，…

４ 翻折领 ０１，０２，… 领型１，２，…

５ 罗纹小立领 ００ 无此属性

Ｓ 衣袖

１ 无袖 ０１，０２，… 袖型１，２，…

２ 短袖 ０１，０２，… 袖型１，２，…

３ 长袖 ０１，０２，… 袖型１，２，…

Ｍ 帽子

０ 无帽 ００ 无此属性

１ 连帽 ０１，０２，… 帽型１，２，…

２ 可拆卸帽 ０１，０２，… 帽型１，２，…

Ｇ 手套

０ 无手套 ００ 无此属性

１ 翻折手套 ００ 无此属性

２ 可拆手套 ０１，０２，… 手套造型１，２，…

Ｋ 脚套

０ 无脚套 ００ 无此属性

１ 包脚 ００ 无此属性

２ 可拆脚套 ０１，０２，… 脚套造型１，２，…

Ｏ 开合件

１ 纽扣 ０１，０２，… 造型１，２，…

２ 暗扣 ００ 无此属性

３ 拉链 ００ 无此属性

４ 系带 ００ 无此属性

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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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材质码代码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ｄｅ

第７、８位代码 第９、１０位代码 第１１、１２位代码 第１３位代码 第１４位代码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０１ 材质１　 ０１ 色系１　 ０１ 花型１　 １ 超薄 １ 无弹

０２ 材质２　 ０２ 色系２　 ０２ 花型２　 ２ 薄 ２ 微弹

３ 中厚 ３ 超弹

      ４ 厚

５ 加厚

２．２．４　装饰码

装饰码主要指所选部件上的装饰类别、造型、位
置和规格等信息，如果没 有 装 饰，则 全 部 以０代 替，
具体含义如表６所示。

２．２．５　尺码码

尺码码位于第２２位，婴幼儿连体衣常用尺码有

７个，另外扩展１个 加 小 号，一 共８个，分 别 用 数 字

表示，具体含义如表７所示。

表６　装饰码代码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ｅ

第１５位代码 第１６、１７位代码 第１８、１９位代码 第２０、２１位代码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０ 无装饰 ００ 无此属性 ００ 无此属性 ００ 无此属性

１ 印花 ０１，０２，… 造型１，２，… ０１ 位置１　 ０１ 规格１
２ 绣花 ０１，０２，… 造型１，２，… ０２ 位置２　 ００２ 规格２
３ 口袋 ０１，０２，… 造型１，２，…

４ 其他装饰 ０１，０２，… 造型１，２，…    

表７　尺码码代码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ｉｚｅ　ｃｏｄｅ

代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含义

码数／码 ４８　 ５２　 ５９　 ６６　 ７３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身高／ｃｍ　 ４３～４８　 ４６～５２　 ５０～５９　 ５７～６６　 ６５～７３　 ７２～８０　 ７８～９０　 ８８～１００
体重／ｋｇ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６～７．５　 ７．５～９　 ９～１１　 １１～１３

２．２．６　追释码

第２３位设置 为 追 释 码，用 来 区 分 袖 子、脚 套 等

有左右之分的部件。无此 属 性 时 可 用０补 齐，将 来

也可以根据需要用数字或字母进 行 扩 展，以 追 加 解

释其他含义，如表８所示。

表８　追释码代码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ｃｏｄｅ

代码 Ｌ　 Ｒ　 ０

含义 左侧 右侧 无此属性

２．２．７　ＡＢＣ分析码

根据帕累托分 析 法，首 先 依 据 模 块 特 性 和 重 要

程度将所有模块分为Ａ、Ｂ、Ｃ三类，如表９所示。其

中：Ａ类模块相对差异性、变形 性 最 大，需 要 投 入 的

时间和精力也最多，从而导致成本较高，约占总成本

的６０％以上；Ｂ类 模 块 其 次；Ｃ类 模 块 相 对 较 为 固

定，变形性不大，需要投 入 的 成 本 也 最 低，约 占 总 成

本的１０％左右。

表９　模块ＡＢＣ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９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Ｂ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Ｃ分析 Ａ类模块 Ｂ类模块 Ｃ类模块

模块性质 可选模块 变形模块 固定模块

模块内容
手套、脚套、

装饰
衣袖、衣领、

帽子
衣身、开合件

　　ＡＢＣ分析码置于第２４位，Ａ表示可 选 模 块，Ｂ
表示变形模 块，Ｃ表 示 固 定 模 块。企 业 可 以 此 为 参

考，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差异较大、较为复杂的Ａ类Ｂ
类模块上，合理调配资源。

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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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婴幼儿连体衣的模块配置

关于模块配置的方法，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角度开

展了诸多研究，主要包含基于规则、模型、约束、资源、本
体、模板、实例和ＧＢＯＭ（ｇｅｎｅｒｉｃ　ｂｉｌ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８种方

法［１２］，每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几种

方法相结合。根据婴幼儿连体衣的设计特点，本文采

用基于规则和实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模块配置。

３．１　模块配置的规则与配置模型

准确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快速选择并 智 能 调 用

模块，配置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是模 块

配置的终极 目 标。因 此 需 要 对 消 费 者 需 求 中 所 蕴

含的专业知识进行准确的提取和表达，然后结合 相

关经验和约束关系构建配置规则，最终才能建立 合

理的 配 置 模 型，以 确 保 配 置 结 果 的 准 确 性 和 有

效性。
构建配置规则的前提和基础是产品主结构模型

的建立，根据上述分析，可建立如图２所示的婴幼儿

连体衣主结构模型，其涵盖了多数产品系列，具有较

高的可配置性和可变形性。

图２　婴幼儿连体衣主结构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ｒｏｍｐｅｒ

　　配置规则的本质是配置知识 库，用 来 表 达 和 约

束配置变量 间 的 关 系，确 定 配 置 变 量 的 值［３］。根 据

婴幼儿连体衣配置过程中各变量 的 确 定 方 式，将 配

置规则分为３类：一是设计经验规则，主要指服装设

计师根据专业经验设定的一些条 件，比 如 包 脚 款 式

连体衣不适合做成８０码以上尺寸的；二是工艺约束

规则，主要指生产过程中由于工艺 条 件 限 制 而 无 法

实现的一些约束，比如印花或绣花 的 尺 寸 大 小 必 须

符合特定的要求，不能无限放大或缩小；三是模块属

性规则，主要指同级模块或不同级 模 块 的 属 性 之 间

的约束关系，比如二级模块中长袖 和 短 袖 不 能 同 时

存在，一级模块帽子和二级模块长 袖 是 可 以 同 时 存

在的，具体关系如图３所示。其中，ａ表示同级模块

之间 的 属 性 约 束 关 系，ｂ表 示 某 一 模 块 与 另 一 模 块

的子模块之 间 的 属 性 约 束 关 系，ｃ表 示 某 一 模 块 与

其子模块之间 的 属 性 约 束 关 系，ｄ表 示 某 一 模 块 的

两个子模块之间的属性约束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构建模块的配置模型为

图３　模块属性规则

Ｆｉｇ．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 ＝ｆ（ＰＰ，Ｐ，Ｖ，Ｕ，Ｓ） （１）

式中：ｆ为配置方法，体现于配置的动态流程中；ＰＰ
为产品主 结 构 模 型；Ｐ 为 组 成 产 品 的 模 块 集，Ｐ ＝
｛Ｐ１，Ｐ２，…，Ｐｉ｝，其中ｉ为模块编号，ｉ＝１，２，…，

ｎ；Ｖ为消费者的需求变量和模块属性变量组成的变

量集，Ｖ ＝ ｛消费者 的 需 求 变 量 集ＶＮ，模 块 属 性 变

量集ＶＰ｝，其中ＶＮ ＝ ｛ＶＮｉ｝，ＶＮｉ 表示第ｉ个消费

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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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需求变量，ｉ＝１，２，…，ｎ，ＶＰ＝｛ＶＰｉｊ｝，ＶＰｉｊ 表

示第ｉ个模块的第ｊ个变量，ｉ＝１，２，…，ｎ，ｊ＝１，

２，…，ｎ；Ｕ 为约束规则集，Ｕ ＝ ｛设 计 经 验 规 则 集

Ｕ１，工 艺 约 束 规 则 集Ｕ２，模 块 属 性 规 则 集Ｕ３｝＝
｛Ｕｉｊｋ｝，其中，ｉ＝１，２，…，ｎ，ｊ＝１，２，３，ｋ＝１，

２，…，ｎ，Ｕｉｊｋ 表示某一个模块变量Ｐｉ需遵守的第ｊ类

第ｋ条规则；Ｓ为以往配置过的实例集。实例集存储

的本质内容为消费者的需求变量，以 及 与 之 相 匹 配

的模块变量。当有新的客户需求出现时，计算机首先

在实例库中检索相似实例，相似程 度 的 判 断 依 据 为

历史实例与新的需求变量之间的 欧 氏 距 离。当 欧 氏

距离小于某一个特定值时，即认为足够相似，可直接

提取其配置方案，从而提高配置系 统 的 智 能 性 和 自

动化水平，减少不必要的空间和时间浪费。

３．２　模块配置的流程

模块的配置流 程 是 一 个 动 态 的 过 程，以 消 费 者

的个性化需求为源头，在 需 求 分 析、模 块 选 择、模 块

匹配等过程中不断地对各个变量 进 行 赋 值，最 终 生

成合理的配置方案。具体配置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模块配置流程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ｕｌ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　研究结果检验

为了验证此方 案 的 合 理 性 和 可 行 性，研 究 团 队

协助编程人员为福州某童装品牌开发了一个婴幼儿

连体衣在线个性化定制系统，前端界面如图５所示。
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其天

猫旗舰店投入市场试运行，定制 产 品 单 价 约 为 同 类

大货产品的１．５倍。从 评 价 部 分 的 打 分 可 以 看 出，
消费者 满 意 度 较 平 时 有２３．１０％的 提 高，因 为 销 售

和客户满意度提高等原因，定制 部 分 消 费 者 的 客 单

价较普通消费者有１７．２２％的提高。因为在试运行

期间没有做专门的营销推广，点 击 量 完 全 是 通 过 自

然流量获得的，所以销售量和销 售 额 并 没 有 产 生 爆

发式增长，具体数据如表１０所示。总体而言该方案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基本可以满 足 消 费 者 在 线 个 性

化定制需求，但由于与生产部门协调和匹配不当，使
得销售量受到了一定限制，这也 是 研 究 团 队 后 期 需

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图５　在线个性化定制系统前端界面

Ｆｉｇ．５　Ｆｒｏｎｔ　ｕｓ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７～１０月销售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Ｓａｌ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ｕｌｙ　ａｎ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７

时间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销售量／件 １５８　 ３０６　 ４８８　 ５９２
销售额／元 １３　５６６　 ２６　６２２　 ４２　４５６　 ５１　５０４
客单价／元 ６６．１２　 ６７．８７　 ６７．２８　 ６９．６０

５　结　语

本文基于模块 化 设 计 理 论，以 婴 幼 儿 连 体 衣 为

研究对象，从消费者需求和产品特点出发，对服装模

块划分、模 块 编 码、模 块 配 置 等 关 键 技 术 进 行 了 研

究，并形成了一套面向在线个性 化 定 制 的 婴 幼 儿 连

体衣模 块 化 设 计 方 案。经 实 际 应 用 和 市 场 经 验 表

明，该方案是合理的且 具 有 一 定 的 可 行 性。接 下 来

将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扩大研究对象，对
其他婴幼儿服装品类进行研究，提 高 在 线 个 性 化 定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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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的实用性；二是完善订单管理系统，使其与生

产能够柔性化匹配，为企业进一步 拓 展 智 能 化 生 产

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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