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4, 9(2), 462-471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2233  

文章引用: 李筱彦, 李正. 动物仿生元素在创意女装中的运用[J]. 设计, 2024, 9(2): 462-471.  
DOI: 10.12677/design.2024.92233 

 
 

动物仿生元素在创意女装中的运用 

李筱彦，李  正*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4年2月23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14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22日 

 
 

 
摘  要 

仿生设计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的好处，给各行各业的设计师都提供了灵感来源。但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导致动物的灭绝，这值得我们深思。仿生设计能拉近人与自然与动物之间的联系，唤醒人们对于保护动

物的意识。本文从动物仿生元素出发，研究创意女装的造型设计。本次设计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创意服装

的角度来表现动物仿生元素的运用，将动物仿生元素的理念与创意女装设计相融合，希望能够促进动物

仿生元素在服装设计行业中的运用，推动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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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nic design has brought many benefits to human beings, and has provided a source of inspi-
ration for designers in all walks of life. However,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has led to the extinction of animals, which is worth our deep thought. Bionic design can 
narrow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nature and animals, and awaken people’s awareness of 
animal protection. Based on animal bionic elem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odeling design of 
creative women’s wear. The innovation of this design is to show the application of animal bio-
nic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ve clothing, and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animal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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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elements with creative women’s clothing design, hoping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ni-
mal bionic elements in the clothing design industry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in a better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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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动物是大自然的产物，而在大自然中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在自然界这个环环相扣的生物链中，

任何一环被伤害被破坏，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动物是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设计

师来说，我们可以从动物身上收获灵感，并且动物仿生元素是很多艺术家的创意源泉。仿生设计在很久

以前的远古时期就有所运用，它不像现在一样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地方，它更多地是被当做崇拜物或者装

饰物在使用，例如 3000 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制品，它开创了美人鱼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仿生设计运用到各个领域，例如建筑方面，北京鸟巢体育馆，印度莲花寺，北京水

立方等；家居方面，鹿角插座，开花吊灯，小象启瓶器等；服装方面，鱼尾裙，豹纹短裙，燕尾服，荷

叶边等。仿生设计在各个方面的运用，让越来越多的设计师看到了仿生设计中的可运用元素，也让仿生

设计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常见。大自然的元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仿生设计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

多的灵感和想法，无论是不断地通过模仿动物的形态来进行设计，还是通过动物展开想象来进行设计，

都能为服装设计行业增添风采。仿生设计是我们不断学习和探索未来世界的重要手段，而仿生设计的运

用也能帮助我们服装行业更快更高效的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仿生元素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也证明仿生

设计开始成为设计的主流方向。仿生元素在服装中的运用可以拉近我们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让人们可以

通过服装与自然界建立微妙而又紧密的联系。动物仿生元素具有一定的动态意蕴以及与生俱来的外形特

色，是仿生元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服装设计中，来源于动物灵感的仿生元素主要是不同功能、肌

理、颜色的动物皮毛以及动物自身形态的使用[1]。本研究是对仿生中动物仿生元素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于动物保护的意识，传递出保护动物刻不容缓的态度，通过对动物形体的模仿运用等

不同的方式，来展现动物本身所具有的一定的动态意蕴和静态意义。 

2. 服装仿生设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960 年 9 月，仿生设计终于由 jack E Steele 在美国第一届仿生研讨会上确定了定义“模仿生物系统

的原理来构造技术基础，或者使人造技术具有类似生物系统功能的学科。”而在 1963 年，我国将

“Bionics”一词翻译为“仿生学”[2]。服装仿生设计是有仿生学衍生而来的，它不仅仅是对于自然界的

生物的简单模仿，更多的是将自然界的某些动植物元素加以设计融入到整体的服装中。 
而仿生元素通过造型、轮廓、线条、色彩直接或间接借用到服装造型设计、结构设计和色彩设计上

去绘制出最新的服装造型，即为仿生服装(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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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stume bionic design 
图 1. 服装仿生设计① 

2.1. 国外研究现状 

Pierre-Louis Auray 在其作品中运用了仿生元素进行设计，建立了一个未来仿生形态的崭新时装剪影，

获得了一众追随者的喜爱。Karamova 等设计师在“绿色”哲学和仿生学的背景下，研究了民族服装设计

中的造型规律及仿生原理的形成和演变，并阐明了其对于发展仿生艺术文化的重要性[3]。后来，仿生设

计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秀场设计中，例如 Schiaparelli2020 春夏高定系列中将仿生用一种超现实主义

的手法进行诠释，直指仿生在未来的终极表现。国外服装设计师吉尔·舍曼，受大自然启发创作了一组

惊人的时装，将自然生物元素融入到了服装中，一朵蘑菇都被她设计成了一件香槟色的高雅裙装。除此

之外，鸟类、海洋生物、极光，以及许多其他属于大自然的东西，都被吉尔·舍曼放到了服装设计中，让

模特穿在了身上(如图 2)。 

2.2.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龙炳瑞学者在 2019 年《西部皮革》这一书中提出自然万物为服装设计师恰当地设计各种

仿生服装提供了灵感来源，从而设计出更自然、更和谐的服装[4]。邸超在《服装仿生设计研究》中指出

仿生设计是服装设计创新的有效方法之一，在服装的造型、结构、材料、功能和穿着方式等方面都有仿

生设计的运用，他通过对昆虫的翅膀和腹部形态元素的提取并重点在服装造型和结构上进行转变研究，

在追求服装视觉美感的同时探索时尚与功能的结合[5]。胡忧撰写的《仿生学在舞蹈服饰中运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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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Bionic design foreign design works 
图 2. 仿生设计国外设计作品② 

 

针对性的研究了舞蹈服饰中仿生元素的运用，使舞蹈服饰在仿生理念的渲染下更显艺术魅力[6]。闫春

红学者也提出自然界中无数有机生命都有丰富的形体结构和变化的图形色彩，都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宝

库[7]。 
从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我们国家在仿生学的研究上起步较晚，但近些年来发展

迅速，有众多的学者都在服装仿生这一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经验，而这些也为我们之后的研究积累

了大量成熟的经验。但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题都是仿生学这一大方向的研究，较少有学者就动物仿生

这个方向去进行深究，因此动物仿生元素在创意女装中运用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3. 本次设计的主要研究方法 

文献查阅法：根据服装仿生设计的研究目的，通过阅读图书、网络搜索、图书馆、报刊等来搜集

服装仿生设计相关的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动物仿生设计的设计方法。所搜

集的资料内容主要包括：仿生设计相关产品图片及视频、仿生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表现与应用相关文

献等。 
市场调研法：通过线上调研，寻找灵感来源，进而确定本次毕业设计方向。通过对仿生服装设计的

调研，发现仿生元素是设计师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国内外众多设计师都将仿生元素运用到了服装设计

之中。 
归纳总结法：根据之前查找的资料和市场调查结果，进行归纳与分析，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上升

为经验的一种方法，从而得出设计方案。总结关于动物仿生设计的研究成果，分析其中的可取之处，来

提升自己对于动物仿生设计的认识。 
对比法：通过对动物仿生设计在服装和其他方面的运用来进行比较分析，收集相对成熟的案例，来

强调突出本次毕业设计的创新与新颖之处，突出自己设计的独特亮点。 

4. 动物物态仿生元素的创新设计 

4.1. 设计灵感来源 

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段大象画画的短视频，这段视频流传广泛，评论区纷纷赞叹大象画画真美、大

象的艺术天赋高，但背后的真相却很少有人关注。在视频的背后，是训象师将手放在大象耳朵的后面，

操作大象画画，稍微画错一点训象师就会用他的指甲扣大象脆弱的耳朵。这种违背动物的天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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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兽之王老虎跳火圈，黑熊被迫直立行走，黑猩猩学习微笑等等，都深深刺痛着我的心。动物表演的

背后不是我们眼中的聪明和美好，而是对动物的摧残以及对自然的破坏。保护动物我们义不容辞，希望

能通过动物物态元素与服装的创意结合，来引发大家的思考，传递出保护动物刻不容缓的信号，希望大

家把保护动物放在心上，不要让拥有动物的历史都成为纪念。 
从这一灵感来源出发，对造型、色彩、图案、面料四个方面来进行灵感的提取。 

4.2. 造型设计提案 

本系列设计主要是创意女装款式设计，整体偏向于创意成衣，在造型上主要从动物物态上来提取元

素，主要提取出大象鼻子的造型、鲸鱼尾造型等创意元素，以及对缠绕、束缚等灵感主题来进行资料的

查找，根据两者相结合来进行服装廓形的设计，希望动物元素与随性的服装完美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

打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将怪诞趣味演绎到了极致。将大象的形态进行再设计，可以运用在袖子、衣身等

部位；被垃圾缠绕的鹿头也可以通过创意的形式展现在服装造型上，形成独特的造型，也可以拆分重组

形成其他的效果(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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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odeling design 
图 3. 造型设计③ 

4.3. 色彩提取提案 

色彩主要灵感来源于动物本身的色彩，以及服装本身想表达的颜色的冲突关系。例如：在服装的造

型设计中可以运用大象鼻子以及鲸鱼尾巴等造型，所以色彩上就可以选用象鼻的棕褐色以及鲸鱼尾的灰

色等动物本身的色彩。还有服装本身想通过伤害的血腥来提醒大家保护动物，所以可以尝试采用红、黑、

白这种较为强烈的冲突对比色。因此，这一系列的服装上采用的颜色跨度可能较大，希望能通过颜色来

碰撞出时尚的火花(如图 4)。 
 

 
Figure 4. Color extraction 
图 4. 色彩提取④ 

4.4. 图案设计提案 

图案提取自动物的部分形态，例如骨骼、动物的翅膀等，还有其他与动物伤害息息相关的物体形态。

通过绳索、链条、骨骼等图案的运用，来突出展现此系列服装设计的主题。在系列的设计中，图案即采

用暗纹的形式体现，又在部分的创意设计中体现(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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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Pattern design 
图 5. 图案设计⑤ 

4.5. 面料解读提案 

此系列设计面料的选择，主要是从动物物态仿生元素的主题出发。根据服装的风格以及服装想要表

达的想法，来进行面料小样的筛选。在选择面料时，不仅要考虑面料在制作时本身的属性，还要考虑与

服装工艺制作之间的关系。尝试选取一些暗纹面料、渔网以及与动物本身物态相似的面料来进行制作，

希望能得到通过这些特殊材料的选用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如图 6)。 
 

 
Figure 6. Fabric interpretation 
图 6. 面料解读⑥ 

5. 设计方案 

对造型、色彩、图案、面料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再进行服装效果图的绘制。以动物物态仿生元素作

为服装设计的部分灵感来源，将动物的部分形态来作为服装基础造型，在细节处加入缠绕、包裹等效果，

从而展现出服装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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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设计图草图绘制 

进行分析调研之后，开始设计图草图的绘制。最初的设计主要是将动物物态元素直接运用到了服装

之中，后续将服装的主题进行发散，将缠绕、消散、破裂等元素运用到服装之中。在思考清楚之后，就

开始了草图的绘制。 
第一遍的草稿比较随性和大胆，在将元素进行组合和排列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服装的美感，所以绘

制了 16 套服装的草图，后续再进行草图的筛选和精进(如图 7)。 
 

 

 
Figure 7. Sketch drawing 
图 7. 草图绘制⑦ 

 

第二遍稿的时候选择了 6 套进行修改完善，将元素点进行整理，避免过多过乱，整体系列要统一(如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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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sketch has been modified and perfected 
图 8. 草图修改完善⑧ 

 

 
Figure 9. Design drawing 
图 9. 设计图绘制⑨ 

 

 
Figure 10. Final version of the effect drawing 
图 10. 效果图终稿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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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计图绘制 

对于草图进行初步的筛选，确定了 3 套设计稿的线稿，并对设计稿进行细化，绘制了 AI 线稿图，使

得设计图更加精致，也更加明确(如图 9)。 
再根据整体的设计主题，来进行配色的尝试。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在色彩的基础上还加强了面

料的肌理感，让整体服装设计更加饱满和完整，至此设计的基本工作完成(如图 10)。 
通过多元化的设计方式来将动物仿生元素与创意女装设计融合，创造出服装设计上的多重可能性。

本系列的服装设计的主题名称为《纪念堂》。想要将动物保护的想法融合进本系列的设计中，以可持续

发展为核心，回归到保护动物、热爱大自然的最初想法。 

6. 结论 

动物来源于自然，动物仿生元素也为服装设计及其他设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本文通过“动

物仿生元素在创意女装中的运用”为中心展开，对动物仿生元素进行研究，以服装为呈现体表现出动物

身上的生机与活力，利用创意的表现形式来达到理想的仿生效果，创造出极具生命力的创意女装。 
在完成本系列设计的过程中，我将动物仿生元素运用在创意女装的设计中，不仅对于仿生设计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将理论的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掌握和运用了仿生服装的艺术特征和创作方法。本次设

计的亮点主要在于动物仿生的元素与服装的结合，通过这种特殊的形式来给服装带来新的生命力。 

注  释 

①图 1 来源：笔者运用 procreate 自绘 
②图 2 来源：吉尔·舍曼设计作品 
③图 3 来源：笔者运用 procreate 自绘 
④图 4 来源：笔者运用 procreate 自绘 
⑤图 5 来源：笔者运用 procreate 自绘 
⑥图 6 来源：笔者运用 procreate 自绘 
⑦图 7 来源：笔者运用 procreate 自绘 
⑧图 8 来源：笔者运用 procreate 自绘 
⑨图 9 来源：笔者运用 AI 自绘 
⑩图 10 来源：笔者运用 procreate 和 AI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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