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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每座城市都有一类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无

论是风雨交加还是漫天飞雪，他们为了城市的净化和美

华始终战斗在环境卫生工作的第一线。他们是城市的美

容师，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环卫精神默默

无闻的工作着。他们就是城市里少不了的人——环卫工

人。就目前的环卫工服来说，存在功能性不足的问题，

并且舒适度较差。在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缺点尤

为明显。同时为了响应国家关爱一线工人的相关政策，

该文从环卫工人古装的功能性和舒适性方面来做下探

讨，使其服装的功能性与舒适性满足作业的环境的需求，

以提高环卫工人的工作效率。

1　感性工学时间研究方法

摘　要：环卫工人是每个城市的清道夫，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调查发现，环卫工人在工作期间必须穿工服，但是

他们存在功能性的不足，舒适度较差。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服装的缺点尤为明显。同时为了响应国家关

爱一线工人的相关政策，该文从环卫工人服装的功能性和舒适性方面来做下探讨，使其服装的功能性与舒适性满足作

业的环境的需求，以提高环卫工人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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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健一首次提出感性工学这一概念，认为感性工

学是指利用工程技术手段来探讨“人”的感性与“物”

的设计特征性间关系的理论及方法①。这种设计理念是

将消费者对产品的感性意向与产品的设计特征相联系，

在产品设计中定量地体现出消费者及设计者的感性要

求，并将消费者模糊不明的、细微的、不易察觉的感性

意向及需求转化为细部设计元素，构建一种符合使用者

感官和心理需求的产品并对其进行全面整体的评估。例

如你去零售店试用选购缝纫机，它的整体造型和色彩给

你一种感觉，你触摸它的机身感受它的材质，并检查各

细节的质量，当开始试用操作时，会发出一种机身的特

殊缝纫声音，工作结束后，声音停止，当取出缝纫后的

完整服装，你对这一缝纫过程和取出服装是否满意，此

时，你对该服装最终有了感觉和评价，实用或装饰、夸

张或清爽、单功能或多功能等，这些感觉称为“感性”。

2　问卷调研

2.1　调研目的和内容

目的：了解现在环卫工服种类、功能、优缺点；了

解环卫工人对工服的需求以及他们穿着的不足之处。

内容：了解环卫工人工服的套数，穿着时间、容易

破损处等；了解制作工服企业的种类、款式、功能等与

工服相关的内容。

2.2　调研对象

本文针对西咸新区的环卫工人进行问卷调研，搜集

他们对作业工服的意见，从而了解作业服装的现状。通

过对街道以及校园的环卫工人随机面谈、观察以及投放

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研，共发放 50 份问卷，收回有

效问卷 36 份，面谈得到有效资料 12 份。

2.3　调研结果

通过调研发现，环卫工人年龄大多处于 45 ～ 55 岁

之间，年龄大于 50 岁的占比为 33%，说明目前环卫工人

多为中老年人群。

调研对象的工作状态基本处于步行移动中，且 58%

的调研对象表示下半身的运动量大于上半身，85% 的调

研对象认为穿着专业的作业服装可以帮助日常工作。

70% 的调研对象认为工服需要改进，改进方面总结

如下：①工服的部分地方耐磨性较差；②工服的款式单

一；③工服能增加口袋，方便储物；④夏季工作服不

透气；⑤工服能够更加显眼；⑥整体的舒适度较差。

3　作业服样衣设计

根据环卫工人作业性质，设计了三套服装，分别是

春秋款、夏款、冬款。该工服样衣具有如下特点（款式

如图1）：①上装和裤装共有多个口袋，都是以明贴袋（有

袋盖），斜插袋等方式表现。②袖口和脚口都有能够调

节大小的扣袢，增加了服装的合体性。③上装门襟与裤

装门襟均采用穿脱方便的拉链方式。④相比市面上常见

的环卫工服，在裤脚处，袖子中间等地方增加了荧光带，

增强了环卫工人的安全性。

图 1　三套款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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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样衣制作与评价

根据问卷调研结果，考虑穿着舒适度以及功能性问

题，本文选择质地较为柔软的全棉纱卡，该面料表面光

洁匀整、吸湿性耐磨性较好。辅料采用荧光带。

试制样衣让环卫工人试穿，并对其进行跟踪调查。

发现优化后的服装首先解决了在环卫工人进行作业时，

手占用着无法拿其他东西问题，使服装能够装很多东西，

不会影响环卫工人作业。其次通过袖口和脚口都有能够

调节大小的扣袢的设计提高了环卫工作业时的舒适度，

增加了工服的合体性。第三在裤脚处、袖子中间等地方

增加的荧光带设计提高了安全性，选取一名环卫工人穿

着样衣并站立于街角，选择 10名路人司机作为观察者进

行辨识，受试者背对观察者 15，25，35　，45　，55m,

二者之间无障碍物，阻隔视线。负责实验人员询问并记

录观察者的观察结果。试验发现，清晰且醒目，清晰可见，

可见以忽视以及模糊。实验结果说明该进款工服，能够

较好的为环卫工人提供安全便是保护，而且 45m 的距离

足够让司机及时避让。第四通过对十位环卫工人进行了

实验，让十位环卫工人穿着工服样衣反复做着作业时的

动作，实验发现样衣没有丝毫损坏，实验结果说明改进

过的环卫工服相对原有工服增加了工服的耐磨性。第五

对十位环卫工人在室内高温的环境下穿着工服在作业，

发现透气性能良好，改进过的环卫工服相对原有工服增

加了透气性。

5　结语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着装实验，对环卫工服进行了

优化设计和研究。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环卫工人多为中

老年人群，工作状态基本处于步行移动中，且 58% 的调

研对象表示下半身的运动量大于上半身，85% 的调研对

象认为穿着专业的作业服装可以帮助日常工作，并希望

对环卫工服进行耐磨性，透气性，实用性，安全性，舒

适性，合体性方面的改进。与原有款相比，优化后的工服，

无论是抬手，行走或是下蹲起身运动，都能提供较好的

舒适度。因此优化后的工服能为环卫工人提供较好的舒

适度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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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实施，是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与上

海赛特丝绸有限公司合作的新尝试、新探索。通过课

程的合作，可以更加直接的知道企业的岗位需求，利

用工作室进行教学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综合实

践操作水平。

当下很多高职院校都开展了工作室这种教学模式的

实施，在组建工作室前我们也到过很多兄弟院校去学习

经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摸索总结，这种新

的教学模式，代表着创新教学前进的方向，通过校企双

导师制丰富了原有的教学形式和内容，避免了教学中实

践环节不足的想象 , 使校企合作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培

养了企业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1]冯明兵.对高职“工作室化“教学模式几个关键几个关键

问题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3（33）160-161

[2]宋海玲.如何利用“工作室”模式培养创新型服装设计人

才[J].丝绸之路,2012　(12):122-123.

[3]陈长美.陈思云服装工作室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J].

纺织服装教育,2015(06):470-471.474.

[4]王萍.服装工作室与教学相结合创新教学模式初探[J].纺

织教育,2017(12):92-93.

[ 5 ] 段 婷 . 高 职 院 校 服 装 设 计 与 工 程 专 业 实 践 教 学 探

讨-以“工作室项目实践教学模式为基点”[J].职教论

坛,2013(8).

（上接第 1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