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61.020
Y75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22044—2017
代替 GB/T22044—2008

婴幼儿服装用人体测量的
尺寸定义与方法

Anthropometricdefinitionsandmethodsforinfant’sgarment

2017-12-29发布 2018-07-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2044—2008《婴幼儿服装用人体测量的部位与方法》,与GB/T22044—2008相

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中英文名称(见封面,2008年版的封面);
———修改了标准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8年版的第2章);
———补充了定义中的测量顺序(见第3章);
———修改了水平尺寸中的“头围”“肩长”“胸宽”“上臂围”“大腿根围”“膝围”“踝围”等的定义(见

3.2.1,3.2.3,3.2.5,3.2.9,3.2.12,3.2.13,3.2.15,2008年版的3.1.1,3.1.3,3.1.5,3.1.10,3.1.13,

3.1.14,3.1.16);
———删除了垂直尺寸中被测者的测量姿势“平躺于台面”(见3.3,2008年版的3.2);
———修改了垂直尺寸中的头颈长、颈椎点长、臂根围、手长等的定义(见3.3.2,3.3.9,3.3.17,3.3.23,

2008年版的3.2.2,3.2.9,3.1.9,3.3.2);
———修改了尺寸定义的名称(见3.3.9,3.3.17,3.3.19,3.3.21,2008年版的3.2.9,3.1.9,3.2.18,

3.2.20);
———调整了其他尺寸的手长、掌围、足长、足宽至垂直尺寸(见3.3.23,3.3.24,3.3.25,3.3.26,2008年

版的3.3.2,3.3.3,3.3.4,3.3.5);
———修改了相关尺寸定义名称的英文表述(见第3章,2008年版的第3章);
———合并了测量工具(见4.1,2008年版的第4章);
———修改了测量条件及要求(见4.2,2008年版的第5章)。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9)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广州纤维产品检测研究院、安莉芳(中国)

服装有限公司、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秀月、刘文莉、周双喜、曹海辉、葛丽。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204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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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服装用人体测量的
尺寸定义与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婴幼儿服装用人体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年龄在36个月及以下婴幼儿的人体测量。
注:并不是所有的本标准定义的人体尺寸在婴幼儿服装生产中都是必需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6160 服装用人体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

3 尺寸定义

3.1 概述

尺寸定义按测量的自然顺序列出,包括以下三部分:

a) 水平尺寸(包括围度尺寸);

b) 垂直尺寸;

c) 其他尺寸。
测量垂直尺寸的顺序:首先是使用人体测高仪测量的人体尺寸,然后是使用软尺测量的人体尺寸。
注:定义中提到的仪器及测量方法在第4章中具体说明。

3.2 水平尺寸

3.2.1
头围 headgirth
被测者直立,头部面向正前方,用软尺经眉间点上方绕过枕后点测量的最大水平周长,测量时头发

包含在内。

3.2.2
颈根围 neck-basegirth
经第七颈椎点、颈根外侧点及颈窝点测量的颈根部围长。

3.2.3
肩长 shoulderlength
被测者手臂自然下垂,测量从颈根外侧点至肩峰点的贴体距离。

3.2.4
总肩宽 backshoulderwidth
被测者手臂自然下垂,测量左右肩峰点之间的水平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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