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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1 ： 專 業 知 識  

 

1 . ( 3 )  下 列 何 者 是 燙 拔 符 號   

。  

2 . ( 3 )  根 據 下 圖 襟 型 選 出 正 確 號 碼 ： 何 者 為 一 字 襟 ？  

  

 。  

3 . ( 4 )  根 據 下 圖 襟 型 選 出 正 確 號 碼 ： 何 者 為 長 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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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 2 )  根 據 下 圖 襟 型 選 出 正 確 號 碼 ： 何 者 為 雙 圓 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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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 2 )  我 國 傳 統 服 型 之 特 徵 為：肩 有 接 縫腰 身 寬 鬆前 後 中 心 線 必 無 接 縫

接 袖 。  

6 . ( 2 )  民 國 十 八 年 國 民 政 府 規 定 之 男 士 禮 服 為 長 袍 其 鈕 釦 為五 對六 對

七 對八 對 。  

7 . ( 3 )  祺 袍 最 能 表 現 女 性 美 的 ， 是領 子腰 線開 叉緄 邊  的 部 份 ， 能 使

走 動 時 搖 曳 生 姿 。  

8 . ( 4 )  台 灣 的 氣 候 較 溫 和，不 像 大 陸 嚴 寒， 故單 祺 袍夾 祺 袍棉 袍皮 袍

幾 乎 已 經 絕 跡 了 。  

9 . ( 1 )  祺 袍 是 最 能 表 現 女 性 美 的 服 裝 ， 其 中領 子腰 線開 叉緄 邊  的 部

份 ， 能 協 助 我 們 端 正 儀 態 。  

1 0 . ( 2 )  “ 如 意 ＂ 的 圖 案， 鑲 綴 在 衣 領 上 表 示：一 帆 風 順吉 祥 如 意招 財 進

寶福 壽 延 綿 。  

1 1 . ( 2 )  現 在 一 般 男 短 衫 的 口 袋 多 為二 個三 個四 個五 個 。  

1 2 . ( 3 )  我 國 祺 袍 淵 源 來 自 於後 漢隋 唐滿 清明 末  婦 女 所 穿 的 長 袍 。  

1 3 . ( 3 )  民 國 六 十 年 右 左 祺 袍 前 身 增 加腰 褶胸 褶袖 襱 褶 邊 褶  而 成 為

六 個 褶 子 。  

1 4 . ( 4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祺 袍 的 特 色合 身立 領開 叉袖 子 。  

1 5 . ( 4 )  設 計 上 祺 袍 的 襟 線 通 常 與袖 子胸 高叉 高領 子  相 配 合 。  

1 6 . ( 1 )  古 代 一 般 官 服 是弁 服冕 服襖 袍長 袍 。  

1 7 . ( 4 )  以 手 縫 代 替 車 縫 時 使 用 的 縫 法 是平 針 縫半 回 針 縫藏 針 縫全 回

針 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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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 1 )  左 圖 縫 法 稱 為斜 針 縫回 針

縫直 針 縫交 叉 縫 。  

1 9 . ( 4 )  左 圖 縫 法 為斜 針 縫回 針 縫直

針 縫交 叉 縫 。  

2 0 . ( 2 )  在 製 圖 過 程 中 下 列 何 者 表 示 導 引 線 ？ 

  。  

2 1 . ( 3 )  下 列 何 者 為 直 角 記 號 ？   

。  

2 2 . ( 2 )  燈 芯 絨 是 有 方 向 性 之 布 料 ， 其 表 示 毛 向 的 方 向 為   

。  

2 3 . ( 3 )  下 列 何 者 為 摺 雙 線 的 符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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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 ( 1 )  下 列 何 者 是 側 頸 點 的 縮 寫 S N P  B N P  N P  S N 。  

2 5 . ( 3 )  下 列 何 者 是 腹 圍 線 的 縮 寫 N H  L N H  M H L  H H L 。  

2 6 . ( 2 )  民 國 十 八 年 ， 國 定 女 袍 長 度 為及 膝膝 與 踝 中 間及 踝膝 上 5 ～ 1 5

公 分 。  

2 7 . ( 2 )  下 列 何 者 是 乳 尖 點 的 縮 寫 P . B . B . P . P . P . B . B . 。  

2 8 . ( 1 )  下 列 何 者 是 頸 圍 後 中 心 點 的 縮 寫 B . N . P . F . N . P . N . B . P .

N . F . P . 。  

2 9 . ( 2 )  下 列 何 者 是 頸 圍 前 中 心 點 的 縮 寫 B . N . P . F . N . P . N . B . P .

N . F . P . 。  

3 0 . ( 1 )  下 列 何 者 是 袖 襱 的 縮 寫 A . H . M . H . H . L . H . S . 。  

3 1 . ( 1 )  下 列 何 者 是 肩 端 點 的 縮 寫 S . P . P . S . P . P . S . S . 。  

3 2 . ( 2 )  下 列 何 者 是 腹 圍 的 縮 寫 ？ H . M . M . H . H . L . A . M . 。  

3 3 . ( 4 )  一 件 舒 適 合 體 的 祺 袍 ， 除 了 做 工 精 細 ， 裁 剪 得 宜 外 ， 還 須 有昂 貴 的 布

料昂 貴 的 配 件鮮 艷 的 色 彩合 理 的 線 條  來 配 合 。  

3 4 . ( 2 )  3 . 8 尺 的 布 幅 寬 也 就 是 布 寬 為 9 0 公 分 1 1 4 公 分 1 2 0 公 分 1 4 4

公 分 。  

3 5 . ( 2 )  1 碼 的 布 長 相 當 於 3 0 公 分 9 0 公 分 1 8 0 公 分 2 7 0 公 分 。  

3 6 . ( 2 )  1 尺 換 算 為 公 分 相 當 於 1 2 公 分 3 0 公 分 3 6 公 分 9 0 公 分 。  

3 7 . ( 3 )  1 碼 的 布 長 相 當 於 是 1 台 尺 2 台 尺 3 台 尺 4 台 尺 。  

3 8 . ( 1 )  3 尺 的 布 幅 寬 相 當 於 9 0 公 分 1 1 4 公 分 1 2 0 公 分 1 4 4 公 分 。  

3 9 . ( 3 )  5 尺 的 布 幅 寬 相 當 於 9 0 公 分 1 2 0 公 分 1 5 0 公 分 1 8 0 公 分 。  

4 0 . ( 4 )  4 尺 8 的 布 幅 寬 相 當 於 9 0 公 分 1 1 4 公 分 1 2 0 公 分 1 4 4 公 分 。

4 1 . ( 3 )  3 尺 布 幅 寬 相 當 於 1 2 英 吋 2 4 英 吋 3 6 英 吋 4 8 英 吋  左 右 。  

4 2 . ( 2 )  1 英 吋 換 算 為 公 分 時 為 1 . 5 4 公 分 2 . 5 4 公 分 3 . 5 4 公 分 4 . 5 4 公

分 。  

4 3 . ( 2 )  1 大 碼 的 布 長 相 當 於 3 台 尺 6 台 尺 3 公 尺 6 公 尺 。  

4 4 . ( 3 )  方 形 臉 的 人 較 不 適 合 穿 著圓 襟直 襟方 襟長 襟  的 祺 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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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 1 )  脖 子 粗 短 圓 形 臉 的 人 較 不 適 合 穿 著圓 襟直 襟方 襟長 襟  的 旗 袍。

4 6 . ( 4 )  體 型 矮 胖 長 形 臉 的 人 較 不 適 合 穿 著圓 襟直 襟方 襟長 襟  的 短 祺

袍 。  

4 7 . ( 1 )  臉 大 而 扁 的 人 較 不 適 合 穿 著圓 襟直 襟方 襟長 襟  的 祺 袍 。  

4 8 . ( 2 )  棗 紅 色 祺 袍 其 緄 邊 如 以 對 比 色 配 色 時，下 列 何 者 較 出 色紫 紅 色青 藍

色咖 啡 色粉 紅 色 。  

4 9 . ( 3 )  傳 統 上 ， 祺 袍 拉 鍊 固 定 方 法 為 ：千 鳥 縫 ( 交 叉 縫 )斜 針 縫回 針 星 止

縫疏 縫 。  

5 0 . ( 3 )  製 作 國 服 時 牽 條 固 定 方 法 為 ：斜 針 縫千 鳥 縫 ( 交 叉 縫 )上 漿 糊上

膠 水 。  

5 1 . ( 2 )  服 裝 穿 著 的 美 醜 最 基 本 的 要 使 人 看 起 來很 引 人 注 目舒 適 順 眼很

摩 登有 新 鮮 感 。  

5 2 . ( 4 )  旗 袍 之 下 襬、叉 口、貼 邊 的 縫 法 以 何 者 為 正 確 ？千 鳥 縫斜 針 縫藏

針 縫視 毛 邊 之 處 理 方 法 而 定 。  

5 3 . ( 2 )  綠 色紅 色藍 色紫 色  的 彩 度 最 高 。  

5 4 . ( 2 )  最 適 合 穿 元 寶 領 ( 鳳 仙 領 ) 之 頸 形 為脖 子 細 且 長脖 子 粗 而 短脖 子 細

而 短脖 子 前 傾 。  

5 5 . ( 2 )  傳 統 單 襟 祺 袍 其 大 襟 是 開 在左 邊右 邊中 間隨 意 均 可 。  

5 6 . ( 3 )  衣 服 開 叉 需 使 用回 針 縫平 針 縫蟲 形 縫疏 縫  以 防 止 裂 開 。  

5 7 . ( 4 )  衣 襬 縫 份 已 車 布 邊 的 情 況 下，縫 時 應 採 用斜 針 縫直 針 縫八 字 縫

交 叉 縫 ( 千 鳥 縫 ) 。  

5 8 . ( 1 )  隱 形 拉 鍊 正 確 的 縫 法 為車 縫斜 針 縫千 鳥 縫平 針 縫 。  

5 9 . ( 2 )  S . P . ( S h o u l d e r  P o i n t ) 英 文 指 的 是側 頸 點肩 端 點乳 間 點頸 後 中

心 點 。  

6 0 . ( 1 )  H . S . ( H e a d  S i z e ) 英 文 指 的 是頭 圍臀 圍領 圍腕 圍 。  

6 1 . ( 2 )  H . L . ( H i p  L i n e ) 英 文 指 的 是頭 圍臀 圍 線領 圍腕 圍 。  

6 2 . ( 2 )  A . H . ( A r m  H o l e ) 英 文 指 的 是頭 圍袖 襱領 圍腕 圍 。  

6 3 . ( 1 )  B . L . ( B u s t  L i n e ) 英 文 指 的 是胸 圍 線腹 圍 線腰 圍 線腕 圍 線 。  

6 4 . ( 3 )  W . L . ( W a i s t  L i n e ) 英 文 指 的 是胸 圍 線腹 圍 線腰 圍 線腕 圍 線 。  

6 5 . ( 1 )  K . L . ( K n e e  L i n e ) 英 文 指 的 是膝 圍 線腹 圍 線腰 圍 線腕 圍 線 。  

6 6 . ( 3 )  W . B . ( W a i s t  B a n d ) 英 文 指 的 是胸 圍腹 圍腰 帶腕 圍 。  

6 7 . ( 3 )  E . L . ( E l b o w  L i n e ) 英 文 指 的 是背 長腹 圍肘 線腕 圍 。  

6 8 . ( 2 )  F . N . P . ( F r o n t  N e c k  P o i n t ) 英 文 指 的 是頸 後 中 心 點頸 前 中 心 點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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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點腕 圍 。  

6 9 . ( 2 )  一 般 服 裝 業 樣 品 紙 型 與 工 業 用 紙 型 之 誤 差 需 由 誰 負 責設 計 師打 版

師裁 剪 師女 裝 師 。  

7 0 . ( 1 )  工 業 用 紙 型 車 縫 份 之 留 法 需 考 慮設 計、價 位、代 工 廠 機 器 設 備 … 等 因

素不 須 考 慮隨 製 作 者 自 由 意 識越 精 緻 越 好 。  

7 1 . ( 4 )  表 示後 中 心 線前 中 心 線布 紋 記 號 線貼 邊 線 。  

7 2 . ( 1 )  表 示正 斜 布 紋前 中 心 線布 紋 方 向 性貼 邊 線 。  

7 3 . ( 2 )  表 示正 斜 布 紋縮 縫 記 號布 紋 方 向 性貼 邊 線 。  

7 4 . ( 1 )  紅 色黃 色藍 色綠 色  具 有 熱 情 、 興 奮 、 危 險 等 作 用 。  

7 5 . ( 4 )  比 黑、白 兩 色 更 容 易 應 用 在 服 裝 配 色 上 的 色 彩 是：紅 色黃 色藍 色

灰 色 。  

7 6 . ( 3 )  以 黑 、 暗 灰 、 灰 、 明 灰 、 白 等 順 序 排 列 的 條 紋 布 料 其 色 彩 構 成 屬 於 ：

對 稱 性放 射 性漸 層 性穩 定 性 。  

7 7 . ( 4 )  藍綠紅粉 紅  為 柔 美 、 可 愛 之 色 彩 。  

7 8 . ( 4 )  下 列 色 彩 彩 度 最 高 的 是 ：棗 紅粉 紅酒 紅桃 紅 。  

7 9 . ( 2 )  無 彩 色 只 有 ：色 相明 度彩 度色 調  的 區 別 。  

8 0 . ( 2 )  矮 胖 體 型 者 選 購 衣 服 材 料 時，應 儘 量 避 免：較 薄 挺較 厚 挺較 柔 軟

稍 具 垂 性  之 材 料 。  

8 1 . ( 1 )  設 計 服 裝 最 調 和 的 配 色 法 是：同 色 系 統對 比 色 系 統分 離 色混 彩

色  之 配 色 。  

8 2 . ( 1 )  表 現 柔 和 感 的 配 色，宜 用：淺 灰 與 粉 紅淺 藍 與 暗 紅白 色 與 海 軍 藍

明 黃 與 深 紫 。  

8 3 . ( 3 )  青 綠 、 青 、 青 紫 等 顏 色 屬 於 ：暖 色 系中 庸 色 色 系寒 色 系對 比 色

系 。  

8 4 . ( 4 )  在 服 裝 上 ， 採 用 色 彩 反 覆 持 續 的 表 現 ， 會 產 生 ：平 衡 感穩 定 感漸

層 性律 動 感 。  

8 5 . ( 2 )  穿 著 上 的 體 型 修 飾，常 須 藉 助：平 衡 原 理錯 覺 原 理透 視 原 理幾

何 原 理 。  

8 6 . ( 1 )  橙 色藍 色綠 色棕 色  是 上 列 所 有 色 彩 中 最 溫 暖 的 顏 色 。  

8 7 . ( 2 )  服 裝 設 計，可 以 利 用 形 的 大 小 或 線 的 粗 細 表 現 漸 層 之 效 果 可 稱 為：比

例韻 律調 和平 衡 。  

8 8 . ( 2 )  在 顏 色 之 中 對 比 強 烈 的 配 合 會 產 生 ：靜動含 蓄柔 和  的 感 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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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 ( 4 )  「 萬 綠 叢 中 一 點 紅 」 及 「 鶴 立 雞 群 」 為比 例調 合平 衡對 比  的

表 現 。  

9 0 . ( 4 )  在 自 然 界 ， 下 列 何 者 不 具 對 稱 的 特 性蝴 蝶蜻 蜓樹 葉變 形 蟲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2 ： 工 具 使 用  

 

1 . ( 1 )  一 般 用 的 車 縫 線 號 為 8 0 號 3 0 號 2 0 號 1 2 0 號 。  

2 . ( 4 )  縫 衣 機 聲 音 太 大 或 太 重 是 因 為針 號 不 對線 號 不 對上 下 線 過 緊

大 梭 盤 久 未 保 養 。  

3 . ( 2 )  縫 衣 機 跳 針 的 原 因油 不 夠 時針 裝 不 對梭 子 的 線 沒 捲 好上 線 太

緊 。  

4 . ( 1 )  車 縫 紗 質 而 柔 軟 之 薄 料 時 應 使 用 9 號 1 4 號 1 8 號 2 0 號  之 車

縫 針 較 適 合 。  

5 . ( 4 )  車 縫 針 織 料 時 ， 如 果 跳 針 應 試 換粗 線尖 頭 粗 針細 線圓 頭 細 針 。

6 . ( 2 )  車 布 邊 的 機 器 稱平 車拷 克 機緄 邊 機撬 邊 機 。  

7 . ( 4 )  祺 袍 的 基 本 製 圖 觀 念 應 講 求動 作 快 速色 彩 調 和時 間 經 濟尺 寸

正 確 。  

8 . ( 3 )  能 做 細 小 部 份 的 工 作 ( 如 拆 線 等 ) 可 以 代 替 我 們 指 尖 又 可 提 高 工 作 效 率 且

能 增 加 作 品 完 成 後 之 美 觀 的 工 具 為漿 糊 刀頂 針錐 子剪 刀 。  

9 . ( 3 )  現 今 所 用 漿 糊 刀 質 料 大 部 分 是 用竹銅塑 膠鐵 。  

1 0 . ( 2 )  熨 斗 底 面 溫 度 最 高 的 地 方 是尖 端中 間兩 旁全 部 不 分 。  

1 1 . ( 1 )  製 作 旗 袍 常 用 的 水 線 是 3 0 號 棉 線 8 0 號 棉 線 5 0 號 棉 線 3 0 號

尼 龍 線 。  

1 2 . ( 2 )  捲 底 線 以十 分 滿八 分 滿六 分 滿五 分 滿  最 適 合 。  

1 3 . ( 4 )  一 般 裁 布 用 的 剪 刀 以 6 吋 8 吋 1 0 吋 1 2 吋  為 最 省 力 。  

1 4 . ( 3 )  傳 統 粉 線 袋 用 的 粉 是麵 粉痱 子 粉挽 面 粉太 白 粉 。  

1 5 . ( 1 )  一 般 環 狀 頂 針 戴 於 右 手 的中 指食 指無 名 指大 拇 指  第 2 、 3 關

節 之 間 。  

1 6 . ( 1 )  棉 毛 織 物 疏 縫 時 通 常 使 用疏 縫 用 的 棉 線疏 縫 用 的 絲 線車 縫 用 絲

線拷 邊 用 之 尼 龍 線 。  

1 7 . ( 4 )  鉛 筆紅 藍 鉛 筆原 子 筆消 失 筆  可 直 接 在 布 上 做 完 成 線 記 號 。  

1 8 . ( 2 )  下 列 何 種 材 質 不 適 合 製 作 直 釦軟 緞絲 絨九 霞 緞薄 棉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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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 3 )  蒸 氣 熨 斗 內 的 水 ， 下 列 何 者 最 適 合茶 水糖 水蒸 餾 水食 鹽 水 。  

2 0 . ( 4 )  絲 絨 具 有 光 澤，適 於 做 正 式 禮 服，其 組 織 是平 紋 組 織斜 紋 組 織緞

紋 組 織添 毛 組 織 。  

2 1 . ( 1 )  下 列 布 料 不 適 於 做 合 身 祺 袍 的 是：粗 條 紋 厚 燈 心 絨絲 綢喬 奇 紗

空 花 布 ( L a c e ) 。  

2 2 . ( 2 )  下 列 衣 料 中 較 適 合 做 正 式 場 合 穿 著 之 禮 服 為燈 心 絨絲 絨府 綢

嗶 嘰 布 。  

2 3 . ( 3 )  車 縫 絲 質 布 料 時 ， 應 用 1 4 號 針 8 0 號 線 1 1 號 針 6 0 號 線 9 號 針

1 0 0 號 線 9 號 針 6 0 號 線 。  

2 4 . ( 4 )  整 燙 衣 料 時 何 者 不 須 考 慮布 料 性 質布 紋正 反 面花 紋 。  

2 5 . ( 3 )  易 皺 易 縮 不 易 乾 的 織 物 是特 多 龍尼 龍棉毛  的 特 性 。  

2 6 . ( 2 )  全 世 界 羊 毛 產 量 最 多 國 家 為中 國澳 洲南 非美 國 。  

2 7 . ( 4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鑑 定 原 棉 品 級 的 因 素色 澤夾 雜 物軋 工強 度 。  

2 8 . ( 1 )  一 般 棉 布 料 的 縮 水 率 是：經 向 較 大緯 向 較 大斜 向 較 大各 方 向 相

同 。  

2 9 . ( 1 )  熨 燙 時 下 列 何 種 質 料 較 為 耐 熱 ：麻絲毛尼 龍 料 。  

3 0 . ( 4 )  燙 布 的 選 用，以：上 漿 的 厚 麻 布上 漿 的 厚 棉 布無 漿 的 厚 麻 布無

漿 的 厚 棉 布 為 宜 。  

3 1 . ( 4 )  天 然 纖 維 中 ， 最 富 彈 性 者 為 ：棉麻絲毛 。  

3 2 . ( 3 )  以 下 哪 種 纖 維 燃 燒 時，有 燒 紙 的 味 道 ？醋 酸 纖 維聚 酯 纖 維嫘 縈

亞 克 力 纖 維 。  

3 3 . ( 3 )  天 然 纖 維 中 的 ：棉毛蠶 絲麻  是 屬 於 長 纖 維 。  

3 4 . ( 3 )  未 經 精 練 漂 白 的 布 稱 為 ：白 洋 布素 面 布胚 布印 花 布 。  

3 5 . ( 1 )  永 久 定 型 加 工，又 可 稱 為： P . P . 加 工 S . R . 加 工挺 硬 處 理氨 液 處

理 。  

3 6 . ( 3 )  布 料 會 影 響 穿 著 的 舒 適 性 的 是：布 的 強 力垂 墜 性透 氣 性抗 壓 縮

挺 性 。  

3 7 . ( 3 )  衣 料 穿 著 在 人 體 上 時，必 需 承 受 最 大 伸 縮 度 的 部 位 是：胸 部腿 部

手 腳 關 節 處腹 部 。  

3 8 . ( 4 )  釦 子 數 量 的 一 籮 ( G R O S S ) 是 指 ： 1 打 4 打 8 打 1 2 打 。  

3 9 . ( 1 )  毛 料 一 般 的 布 寬 為 ：雙 幅 寬單 幅 寬一 公 尺 寬一 碼 寬 。  

4 0 . ( 1 )  快 乾 、 不 皺 、 不 縮 、 易 吸 煤 煙 ， 易 生 靜 電 的 是 ：聚 酯棉羊 毛蠶

絲 織 品  的 特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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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 3 )  具 有 良 好 的 彈 性 ， 穿 時 極 為 舒 適 ， 且 易 於 活 動 的 布 料 為 ：平 紋 布斜

紋 布針 織 布緞 紋 布 。  

4 2 . ( 2 )  動 物 性 纖 維 怕 下 列 何 種 洗 劑 ？酸 劑鹼 劑中 性乾 洗 劑 。  

4 3 . ( 2 )  同 樣 是 平 紋 織 的 布 料 以 ：聚 酯 布嫘 縈絲尼 龍  的 縮 水 率 最 大 。

4 4 . ( 2 )  常 用 織 物 中 強 力 最 高 之 纖 維 是：棉 纖 維尼 龍 纖 維嫘 縈 纖 維麻 纖

維 。  

4 5 . ( 2 )  遇 水 纖 維 變 強 韌 為 ：嫘 縈麻毛蠶 絲  的 特 性 。  

4 6 . ( 2 )  調 整 上 線 鬆 緊 功 能 的 是調 送 器調 線 器揚 壓 器壓 腳 。  

4 7 . ( 3 )  易 縐 、 易 縮 、 不 易 乾 是 ：聚 酯尼 龍棉醋 酸 纖 維  的 特 徵 。  

4 8 . ( 3 )  表 面 成 直 條 紋 狀 縐 紋 的 布 料，稱 為：歐 根 紗喬 其 紗楊 柳 紗珠 羅

紗 。  

4 9 . ( 1 )  棉 織 品 的 最 大 特 性 為 ：吸 濕 性 強保 溫 性 大耐 摩華 麗 。  

5 0 . ( 4 )  棉 布 染 色 ， 一 般 採 用 ：酸 性鹽 基 性分 散 性直 接 性 染 料 。  

5 1 . ( 1 )  絲 、 毛 染 色 ， 一 般 採 用 ：酸 性氧 化分 散 性礦 物 染 料 。  

5 2 . ( 1 )  服 裝 新 材 質 的 開 發 上 不 能 忽 略 布 料 的 時 代 感， 首 先 以：新 鮮 感活 潑

感帥 氣 感樸 實 感  來 滿 足 消 費 大 眾 喜 新 厭 舊 的 心 理 。  

5 3 . ( 1 )  織 出 圖 案 花 紋 的 布 料 稱 為 ：提 花 布胚 布針 織 布瑞 士 布 。  

5 4 . ( 3 )  下 列 何 者 質 料 便 於 洗 整麻毛 T / C 絲 。  

5 5 . ( 3 )  國 服 上 漿 的 原 料 為膠 水白 膠漿 糊口 紅 膠 。  

5 6 . ( 2 )  特 多 龍 纖 維 易 吸 污 垢，是 因 為：不 吸 水易 生 靜 電易 起 毛 毬不 縐

不 縮 。  

5 7 . ( 2 )  何 種 質 料 可 以 浸 泡 縮 水 ：絲 綢棉絲 絨毛 料 。  

5 8 . ( 2 )  下 列 何 種 質 料 最 厚 ？麻 紗牛 仔 布白 漂 布麻 綢 。  

5 9 . ( 1 )  濕 度 高 時 ：皮 手 套棉 圍 巾手 帕小 學 生 的 帽 子  最 容 易 發 霉 。  

6 0 . ( 1 )  羊 毛絲棉麻  的 含 氣 量 最 大 。  

6 1 . ( 2 )  麻 織 物 的 纖 維 是 ：動 物 纖 維植 物 纖 維礦 物 纖 維化 學 纖 維 。  

6 2 . ( 2 )  混 紡 織 物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增 加 美 觀改 進 缺 點提 高 價 格增 加 厚

度 。  

6 3 . ( 2 )  下 列 那 一 種 裡 布 ， 裁 剪 前 需 經 縮 水 處 理 ？蠶 絲嫘 縈聚 酯尼 龍 。

6 4 . ( 3 )  燃 燒 下 列 那 一 種 布 料 時，其 灰 燼 呈 黑 色 粒 狀 ？棉 料嫘 縈羊 毛 料

麻 料 。  

6 5 . ( 1 )  鑑 別 織 物 成 份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是 ：燃 燒 法水 洗 法藥 物 法化 學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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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 2 )  夏 季 棉 麻 服 裝 的 整 燙，最 適 當 的 溫 度 是：中 溫高 溫低 溫任 何 溫

度 皆 可 。  

6 7 . ( 2 )  尼 龍 ( N Y L O N ) 是 屬 於 ：礦 物 纖 維合 成 纖 維半 合 成 纖 維再 生 纖

維 。  

6 8 . ( 4 )  下 列 較 易 產 生 靜 電 的 纖 維 為 ：羊 毛蠶 絲麻聚 酯 棉 。  

6 9 . ( 4 )  以 下 那 種 纖 維 燃 燒 時，有 燒 毛 髮 的 味 道：醋 酸 纖 維亞 克 力 纖 維聚

酯 纖 維蠶 絲 。  

7 0 . ( 3 )  熨 燙 毛 料 不 當 時 ， 容 易 發 光 ， 其 原 因 是 ：溫 度 太 高溫 度 太 低熨 斗

直 接 在 織 物 表 面 熨 燙熨 斗 底 面 不 乾 淨 。  

7 1 . ( 2 )  棉 纖 維 的 來 源 是 ：葉 子種 子韌 皮根 。  

7 2 . ( 1 )  吸 濕 性 最 好 的 質 料 是 ：毛絲棉 、 麻 T / C 。  

7 3 . ( 4 )  尼 龍聚 酯玻 璃 纖 維嫘 縈  是 屬 於 再 生 纖 維 。  

7 4 . ( 1 )  所 謂 頭 身 數 是 ：身 高 ÷ 頭 長頭 長 ÷ 身 高身 高 ÷ 頭 寬頭 寬 ÷ 身 高  的

比 較 。  

7 5 . ( 4 )  下 列 哪 一 個 名 詞 不 是 布 的 疵 點 ？緯 檔錯 經跳 花燒 花 。  

7 6 . ( 4 )  利 用 經 緯 紗 的 變 化，織 出 花 紋 的 布 料 稱 為泡 泡 紗燈 心 絨印 花 布

提 花 料 。  

7 7 . ( 1 )  會 影 響 衣 服 耐 穿 性 的 織 物 物 性 是：縫 線 接 合 強 力染 色 牢 度布 重

花 樣 配 色 。  

7 8 . ( 2 )  針 織 物 的 構 造 是 由經 緯 紗 的 交 錯針 圈 ( L o o p ) 的 連 續壓 縮 方 法

壓 燙 方 法  所 組 成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3 ： 尺 寸  

 

1 . ( 1 )  所 謂 肩 袖 長 是 指：由 後 中 心 經 肩 點 至 袖 口 之 長小 肩 寬 加 袖 長由 肩

點 經 肘 關 節 至 手 掌 之 長由 左 肩 點 經 右 肩 點 至 袖 口 之 長 。  

2 . ( 1 )  後 腰 長 的 量 身 法由 後 身 側 頸 點 量 至 小 腰 線後 中 心 點 量 至 小 腰 線

側 頸 點 量 至 後 褶 中 心肩 端 點 量 至 小 腰 線 。  

3 . ( 2 )  特 斜 肩 體 型 的 領 長 量 法沿 頸 根 部 一 圈 加 1 公 分沿 頸 根 部 一 圈 加 2 公

分沿 頸 項 一 圈 加 1 公 分沿 頸 項 一 圈 加 2 公 分 。  

4 . ( 1 )  祺 袍 量 身 的 起 點 是 指側 頸 點肩 點前 頸 中 心後 頸 中 心 。  

5 . ( 1 )  上 腰 長 是 指側 頸 點後 頸 中 心 點前 頸 中 心 點肩 點  至 乳 尖 點 的 長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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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1 )  由 肩 點 至 腋 下 圍 繞 一 圈 的 尺 寸 稱 之 為台 肩肘 長胸 寬胸 圍 。  

7 . ( 3 )  乳 中 尺 寸 亦 指乳 下乳 上乳 間 距 離胸 寬 。  

8 . ( 2 )  頸 根 左 、 右 橫 頸 窄 ， 前 、 後 頸 深 較 深 的 頸 型 是 屬 於扁 型橄 欖 型上

細 下 粗 型橢 圓 型 。  

9 . ( 3 )  肩 點 位 置 往 前 ， 此 種 體 型 多 屬 於一 般 肩元 寶 肩包 肩柳 肩 。  

1 0 . ( 1 )  背 部 肌 肉 厚 實 的 背 形 屬 於厚 背 型一 般 型挺 胸 型中 凹 型 。  

1 1 . ( 2 )  後 腰 長 減 後 肩 腰 長 ， 所 得 尺 寸 即 為後 領 口 深後 肩 斜背 肩 寬背

長 。  

1 2 . ( 1 )  後 腰 長 減 背 長 ， 所 得 尺 寸 即 為後 領 口 深後 肩 斜背 肩 寬肩 腰 長 。

1 3 . ( 2 )  一 般 體 型 小 腰 線 至 臀 圍 線 之 間 的 長 度 約 為 8 ～ 1 0 公 分 1 8 ～ 2 0 公 分

 2 6 ～ 2 8 公 分 3 7 ～ 3 8 公 分 。  

1 4 . ( 2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挺 胸 體 型 者 會 有 的 現 象胸 寬 尺 寸 大 於 背 寬 尺 寸肩 點

稍 往 前 移頸 根 呈 直 立 狀 態前 肩 寬 尺 寸 與 後 肩 寬 尺 寸 差 數 不 大 。  

1 5 . ( 2 )  一 般 人 肩 的 斜 度 大 約 為： 2 ～ 4 公 分 4 ～ 6 公 分 6 ～ 7 公 分 7 ～ 8

公 分 。  

1 6 . ( 4 )  一 般 質 料 之 男 單 短 衫 所 需 寬 份 為 根 據 胸 圍 尺 寸 ( 貼 身 繞 胸 圍 一 圈 ) 再 加

3 ～ 5 公 分 5 ～ 7 公 公 分 7 ～ 9 公 分 9 ～ 1 2 公 分 。  

1 7 . ( 4 )  所 謂 特 斜 肩 是 指 肩 斜 在 3 公 分 以 下 4 公 分 以 下 5 公 分 以 下 6 公

分 以 上  者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4 ： 製 圖  

 

1 . ( 2 )  一 般 標 準 體 型 的 祺 袍 ， 其 後 身 腰 褶 畫 法 為 ：小 腰 線 以 上 是 弧 線 ， 小 腰 線 以 下 是

直 線小 腰 線 以 上 是 直 線，小 腰 線 以 下 是 弧 線整 個 褶 子 都 是 直 線整 個 褶 子 都

是 弧 線 。  

2 . ( 2 )  一 般 祺 袍 ， 其 前 後 身 胸 圍 寬 度 之 差 決 定 於 乳 高 ， 如 乳 高 屬 中 等 者 ， 製 圖 時 依 胸 圍

尺 寸 的 四 分 之 一前 身 加 0 . 5 ～ 1 公 分 ， 後 身 減 0 . 5 ～ 1 公 分前 身 加 1 . 5 ～ 2 公

分，後 身 減 1 . 5 ～ 2 公 分前 身 加 2 . 5 ～ 3 . 5 公 分，後 身 減 2 . 5 ～ 3 . 5 公 分前 身 加

3 . 5 ～ 4 . 5 公 分 ， 後 身 減 3 . 5 ～ 4 . 5 公 分 。  

3 . ( 4 )  一 般 毛 料 長 袖 祺 袍 ， 若 為 基 本 袖 ， 其 袖 子 的 袖 襱 尺 寸 應 比 衣 身 袖 襱 尺 寸 大 0 ～

0 . 5 公 分 0 . 5 ～ 1 公 分 1 . 5 ～ 2 公 分 3 ～ 4 公 分  最 合 適 。  

4 . ( 3 )  如 下 圖 A － B 之 距 離 稱小 肩 寬後 領 圍前 橫 頸人 中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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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4 )  祺 袍 前 身 胸 褶 之 止 點 離 乳 尖 之 距 離 為 1 公 分 1 . 5 公 分 2 公 分配 合 乳 型 最

恰 當 。  

6 . ( 4 )  後 身 腰 褶 長 度 以 小 腰 下 1 2 公 分 1 3 公 分 1 4 公 分視 腰 至 臀 之 形 狀 而 定 。

7 . ( 2 )  一 般 標 準 體 型 者 之 祺 袍 其 前 身 腰 褶 長 為 小 腰 下 7 公 分 左 右 1 0 公 分 左 右 1 5

公 分 左 右視 腹 部 而 定 。  

8 . ( 4 )  旗 袍 肩 線 之 製 圖 方 法前 後 肩 線 均 為 直 線前 肩 線 稍 有 弧 度 後 肩 為 直 線前 肩

線 為 直 線 後 肩 為 弧 線視 肩 之 形 狀 而 定 。  

9 . ( 2 )  製 圖 時，如 發 現 小 腰 圍 尺 寸 與 臀 圍 尺 寸 差 距 很 大 時 應將 臀 圍 尺 寸 縮 小 配 合 腰 圍

小 腰 圍 尺 寸 放 大 配 合 臀 圍照 原 來 尺 寸 不 動，以 強 調 細 腰腰 褶 褶 深 減 少 配 合

臀 圍 。  

1 0 . ( 3 )  祺 袍 下 襬 之 寬 窄 決 定 於流 行臀 圍 或 腿 圍 之 尺 寸臀 圍 或 腿 圍 之 尺 寸 再 配 合

體 型 與 流 行腰 圍 、 臀 圍 或 腿 圍 之 尺 寸 再 配 合 體 型 與 流 行 。  

1 1 . ( 2 )  男 短 衫 之 袖 長 為 5 2 公 分 ， 肩 寬 4 2 公 分 ， 其 肩 袖 長 應 為 9 4 公 分 7 3 公 分

6 8 公 分 4 7 公 分 。  

1 2 . ( 3 )  一 般 中 等 標 準 體 型 臀 長 的 位 置 在小 腰 下 1 5 ～ 1 7 公 分小 腰 下 1 7 ～ 1 9 公 分小

腰 下 1 9 ～ 2 1 公 分小 腰 下 2 2 公 分 以 上 。  

1 3 . ( 4 )  旗 袍 襟 型 式 樣 至 少 有 3  4  5  6  種 以 上 。  

1 4 . ( 4 )  下 列 那 一 項 與 祺 袍 下 襬 的 寬 度 及 開 叉 的 高 低 無 關腿 形腹 部 形 狀步 伐 的 大

小腰 圍 。  

1 5 . ( 4 )  下 列 那 一 項 與 腿 圍 的 粗 細 無 關開 叉 的 高 低下 襬 的 寬 窄燙 縮 份 量腰 褶 的

位 置 。  

1 6 . ( 3 )  影 響 前 身 腰 褶 小 腰 以 上 褶 子 的 弧 度 是頸 部腹 部胃 部腿 部 。  

1 7 . ( 1 )  頸 根 粗 、 特 斜 肩 體 型 適 合 的 領 子 製 圖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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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 1 )  下 圖 的 肩 線 製 圖 屬 何 種 肩 型一 般 肩豐 滿 肩中 間 凹 入 者斜 肩 者 。  

 

1 9 . ( 2 )  下 圖 是一 般 肩豐 滿 肩中 間 凹 入 者特 平 肩  之 肩 線 製 圖 。  

 

2 0 . ( 3 )  下 圖 是一 般 肩豐 滿 肩中 間 凹 入 者特 平 肩  之 肩 線 製 圖 。  

 

2 1 . ( 3 )  下 圖 中 何 者 是 小 腰 圍 細 而 腹 部 凸 出 之 人 的 前 身 腰 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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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 ( 2 )  下 圖 中 何 者 是 胃 部 凸 出 而 小 腰 圍 與 臀 圍 差 異 少 之 人 的 前 身 腰 褶 ？  

    。

2 3 . ( 2 )  一 般 祺 袍 開 叉 是 在 膝 上 3 ～ 5 公 分 5 ～ 1 5 公 分 1 5 ～ 2 0 公 分 2 0 ～ 2 5 公 分。

2 4 . ( 2 )  影 響 前 身 腰 褶 的 褶 深 、 位 置 、 線 條 、 長 度 的 部 位 是背 部腹 部臀 部腿 部 。

2 5 . ( 2 )  製 作 一 般 毛 料 的 長 袖 旗 袍，若 為 基 本 袖，其 袖 山 之 縮 縫 份，下 列 尺 寸 以 何 者 為 佳 ？

 0 . 5 ～ 1 . 5 公 分 2 ～ 4 公 分 5 ～ 7 公 分 8 ～ 1 0 公 分 。  

2 6 . ( 4 )  製 作 小 腰 身 祺 袍 的 袖 子，下 列 何 者 活 動 量 最 佳 ？基 本 袖泡 泡 袖窄 袖鬱 金

香 袖 。  

2 7 . ( 3 )  胸 圍 、 小 腰 均 小 ， 臀 圍 大 的 體 型 ， 較 適 合 穿 的 祺 袍 款 式削 肩 無 袖無 袖接 袖

均 可 。  

2 8 . ( 3 )  旗 袍 的領 子襟開 叉袖 山  的 高 低 是 根 據 下 襬 的 寬 度 來 決 定 。  

2 9 . ( 2 )  影 響 後 身 小 腰 以 上 褶 子 的 深 度 、 線 條 和 長 度 的 是臀 部背 部肩 部胸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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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 1 )  一 般 質 料 之 有 裡 祺 袍 與 單 祺 袍，所 加 寬 份相 同 2 ～ 3 公 分多 3 ～ 4 公 分多

5 ～ 6 公 分 。  

3 1 . ( 4 )  製 作 有 袖 祺 袍 ， 其 袖 山 之 高 度 與袖 襱短 袖 長袖 寬 ( 臂 圍 )長 袖 口 最 無 關 。

3 2 . ( 1 )  胸 圍 8 6 公 分 ， 胸 寬 ( 前 平 ) ， 背 寬 ( 後 平 ) 各 為 3 7 公 分 、 袖 襱 4 2 公 分 ， 且 手 臂 特

別 粗 ， 此 種 體 型 其 袖 子 在 製 圖 時 應 ：將 袖 山 降 低將 袖 山 提 高將 原 量 台 肩 尺

寸 放 大將 原 量 台 肩 尺 寸 改 小 。  

3 3 . ( 4 )  若 腹 部 及 胃 部 均 特 別 凸 出 者 之 祺 袍 ， 其 前 身 腰 褶 畫 法 為 ：小 腰 線 以 上 弧 線 ， 以

下 直 線小 腰 線 以 上 直 線 ， 以 下 向 內 之 弧 線整 個 褶 子 均 為 直 線稍 提 高 腰 線 、

褶 份 減 少 ， 腰 線 以 上 是 直 線 ， 以 下 為 稍 向 內 之 弧 線 。  

3 4 . ( 4 )  一 般 下 襬 之 寬 窄 應 配 合 體 型 ， 如 腹 部 凸 起 者 則 下 圖 3 ～ 4 之 寬 為 ： 2 公 分 4

公 分 6 公 分視 腹 部 凸 起 程 度 而 定 。  

3 5 . ( 1 )  若 頸 型 是 屬 橄 欖 形 時 ， 其 前 橫 頸 及 人 中 長 ( 即 下 圖 A B 之 寬 與 A C 之 長 ) 與 一 般 型

比 較 ， 其 領 口 開 法 為 ：前 橫 頸 縮 窄 ， 人 中 加 長前 橫 頸 放 寬 ， 人 中 縮 短與 一

般 頸 型 相 同前 橫 頸 放 寬 人 中 加 長 。  

 

3 6 . ( 4 )  正 常 頸 型 ， 其 後 橫 頸 之 寬 應 為 ：領 長 / 5 ＋ 1 公 分領 長 / 5 ＋ 0 . 5 公 分領 長 / 6

＋ 0 . 5 公 分領 長 / 5 － 0 . 8 公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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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 1 )  祺 袍 若 為 喇 叭 袖，可 利 用 基 本 袖，再 將 袖 下提 高 1 公 分降 低 1 公 分前 後 寬

各 加 1 公 分袖 山 提 高 2 公 分 。  

3 8 . ( 2 )  一 般 男 短 衫 或 馬 褂 ， 其 小 襟 應 上 在 ：左 身右 身左 右 身 皆 上左 或 右 身 沒 有

特 別 規 定 。  

3 9 . ( 2 )  胸 圍 8 4 公 分 ， 胸 寬 ( 前 平 ) 及 背 寬 ( 後 平 ) 均 只 有 3 0 公 分 、 袖 襱 4 0 公 分 ， 而 手 臂

又 特 別 細 時 ， 其 袖 子 製 圖 時 應 ：將 袖 山 降 低將 袖 山 提 高將 原 量 台 肩 尺 寸 放

大將 原 量 台 肩 尺 寸 改 小 。  

4 0 . ( 4 )  若 腹 部 特 別 凸 出 者 之 旗 袍 ， 其 前 身 腰 褶 畫 法 為 ：小 腰 線 以 上 弧 線 ， 以 下 直 線

小 腰 線 以 上 直 線 ， 以 下 向 內 之 弧 線整 個 褶 子 均 為 直 線稍 提 高 腰 線 ， 腰 線 以 上

是 弧 線 ， 以 下 為 向 內 之 弧 線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5 ： 布 料 計 算  

 

1 . ( 4 )  同 布 寬 ( 2 尺 寬 ) 、 同 花 色 、 同 尺 寸 的 情 況 下 ， 下 列 何 種 襟 式 之 祺 袍 中 ，

比 較 省 料 的 是 ：一 字 襟琵 琶 襟圓 襟開 肩 式 。  

2 . ( 2 )  以 3 . 8 尺 寬 大 花 布 料，試 以 胸 圍 8 6 公 分，臀 圍 9 2 公 分，腿 圍 9 4 公 分 ，

製 作 一 件 開 肩 式 無 袖 祺 袍 ， 其 用 布 量 之 計 算 方 法 為 ( 衣 長 ＋ 後 領 高 ＋

縫 份 ) × 2 衣 長 ＋ 後 領 高 ＋ 縫 份 ( 衣 長 ＋ 縫 份 ) × 2 ＋ 疊 份 ＋ 後 領 高

( 衣 長 × 縫 份 ＋ 疊 份 ＋ 後 領 高 ) × 2 。  

3 . ( 3 )  以 胸 圍 8 6 公 分 ， 臀 圍 9 2 公 分 ， 腿 圍 9 4 公 分 ， 使 用 3 尺 寬 之 單 幅 細 條

紋 布 料 ， 製 作 一 件 雙 圓 襟 長 袖 祺 袍 ， 其 所 需 用 布 量 之 計 算 方 法 ： ( 衣

長 ＋ 縫 份 ) × 2 ＋ 袖 長 ＋ 疊 份 ( 衣 長 ＋ 逢 份 ) × 2 ＋ 袖 長 ( 衣 長 ＋ 縫 份 ) × 2

－ 領 長 ／ 5  ( 衣 長 ＋ 縫 份 ＋ 袖 長 ＋ 疊 份 ) × 2 。  

4 . ( 4 )  男 單 長 衫 ， 單 幅 布 料 所 需 用 布 計 算 方 法 為 ： ( 衣 長 ＋ 縫 份 ) × 2  ( 衣 長

＋ 縫 份 ) × 2 . 5  ( 衣 長 ＋ 縫 份 ) × 3  ( 衣 長 ＋ 縫 份 ) × 3 . 5 。  

5 . ( 1 )  以 3 尺 寬 ，受 方 向 限 制 之 碎 花 棉 織 品 布 料 ，試 製 作 中 等 身 材 ，寬 腰 身 長

袖 對 襟 女 短 衫 衣 長 6 0 公 分 ， 購 買 布 料 時 ， 長 度 計 算 方 法 為 2 個 衣 長 加

縫 份袖 長縫 份 ＋ 袖 長 ( 縫 份 ＋ 袖 長 ) × 2 即 可 。  

6 . ( 4 )  依 胸 圍 8 8 公 分 臀 圍 9 6 公 分 腿 圍 9 5 公 分 計 算 ， 3 . 8 尺 寬 之 素 色 布 料 製

作 無 袖 圓 襟 單 旗 袍 所 需 用 布 量 ( 衣 長 ＋ 縫 份 ) × 2  ( 衣 長 ＋ 縫 份 ＋ 疊

份 ) × 2  ( 衣 長 ＋ 縫 份 ) × 2 ＋ 領 高衣 長 ＋ 縫 份 ＋ 疊 份 ＋ 領 高 。  

7 . ( 1 )  0 . 5 公 分 寬 的 細 緄 邊 ， 裁 緄 邊 布 的 寬 為 2 公 分 3 公 分 4 公 分 5

公 分 。  

8 . ( 4 )  同 一 尺 寸 製 作 男 單 長 衫 一 件，下 列 那 一 種 布 幅 較 費 布 2 . 4 尺 3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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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8 尺 4 . 8 尺 。  

9 . ( 4 )  花 色 與 素 色 布 料 在 裁 剪 時 所 需 寬 度多少相 同可 能 相 同 。  

1 0 . ( 3 )  旗 袍 裁 剪 時 之 大 花 布 料 若 有 方 向 性，其 布 料 用 布 量 需 增 加一 個 袖 長

一 個 衣 長一 個 花 與 花 距 離底 襟 的 長 度 。  

1 1 . ( 4 )  在 裁 剪 旗 袍 時，不 需 考 慮 太 多 的 布 料 是格 子 布條 紋 布大 印 花 布

素 色 布 。  

1 2 . ( 4 )  一 般 布 料 製 作 男 用 直 布 釦，斜 布 條 計 算 方 法 為 完 成 寬 的 3 倍 4 倍

5 倍 6 倍 。  

1 3 . ( 4 )  男 短 衫 ， 單 幅 布 料 所 需 用 布 量 為（ 衣 長 ＋ 縫 份 ） × 2 （ 衣 長 ＋ 縫 份 ）

× 2 . 5 （ 衣 長 ＋ 縫 份 ） × 3 （ 衣 長 ＋ 縫 份 ） × 3 . 5 。  

1 4 . ( 1 )  大 花 布 料 與 素 色 布 料 在 裁 剪 時 花 色 布 料 所 需 用 布 量 比 素 色 布 料多

少相 同可 能 相 同 。  

1 5 . ( 4 )  小 花 布 料 與 素 色 布 料 在 裁 剪 時 花 色 布 料 所 需 用 布 量 比 素 色 布 料多

少相 同可 能 相 同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6 ： 排 版  

 

1 . ( 3 )  現 有 小 碎 花 布 料 一 塊，裁 剪 前 應 注 意 之 要 點 為找 出 花 之 主 體配 合 體

型 、 尺 寸 ， 安 排 花 的 位 置辨 認 花 之 上 下 方 向找 出 毛 向 。  

2 . ( 1 )  旗 袍 領 襯 均 採：  

沒 有 特 別 規 定 ， 才 硬 挺 美 觀 。  

3 . ( 1 )  製 作 短 衫 時 ， 若 採 寬 的 直 條 紋 布 料 ， 在 裁 剪 時 應 注 意 ：中 心 線 必 須 對

準 條 紋 之 中 心中 心 線 必 須 對 準 條 紋 之 邊 緣可 隨 意視 條 紋 大 小 而

定 。  

4 . ( 2 )  裁 剪 祺 袍 時，如 受 到 毛 絨 及 花 的 方 向 限 制：前 後 身 方 向 須 一 致前 後

身 及 袖 子 方 向 均 須 一 致前 後 身 須 一 致，為 了 省 布 袖 子 不 考 慮前 身 及

袖 子 一 致 ， 後 身 因 在 後 面 可 不 予 考 慮 。  

5 . ( 3 )  製 作 國 服 時，所 需 之 緄 條 布 應 採直 紋 布橫 紋 布正 斜 布視 布 料 而

定 。  

6 . ( 1 )  以 一 般 無 彈 性 布 料 製 作 男 短 衫 及 長 衫，其 開 叉 部 位 之 貼 邊 布 應 採直 布

橫 布正 斜 布依 照 布 料 性 質 而 決 定 。  

7 . ( 2 )  若 用 橫 條 布 料 裁 剪 祺 袍 時 應 注 意前 後 身 邊 之 條 紋 要 對 齊前 後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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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胸 褶 以 下 須 對 齊，以 上 可 不 對前 後 邊 胸 褶 以 上 要 對 齊，以 下 可

不 對均 可 不 予 考 慮 。  

8 . ( 3 )  大 花 布 料 製 作 旗 袍，裁 剪 前 應 注 意按 照 尺 寸 折 寬 度配 合 體 型 安 排 花

之 位 置配 合 體 型 計 算 寬 度 安 排 花 之 位 置皆 不 須 考 慮 。  

9 . ( 4 )  在 裁 剪 前，歪 斜 的 毛 料 其 布 紋 整 理 方 法 為：用 熨 斗 壓 燙泡 水 晾 乾 後

燙 平用 蒸 氣 燙 斗 墊 紗 布先 噴 水 將 布 紋 拉 正 後 再 燙 平 。  

1 0 . ( 4 )  男 長 衫 之 貼 邊 均 採直 紋 布橫 紋 布斜 布 紋視 貼 邊 部 位 而 定 。  

1 1 . ( 3 )  祺 袍 或 短 衫 之 領 子，包 領 襯 用 的 裡 布，其 布 紋 以 何 者 為 佳 ？直 布 紋

橫 布 紋正 斜 布 紋隨 意 。  

1 2 . ( 3 )  製 作 傳 統 祺 袍，包 尼 龍 網 襯 邊 緣 之 裡 布，其 布 紋 以 何 者 為 佳直 布 紋

橫 布 紋正 斜 布 紋隨 意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7 ： 裁 剪  

 

1 . ( 2 )  製 作 祺 袍 的 質 料 若 垂 性 極 好，則 上 腰 長 尺 寸 應照 原 量 身 尺 寸減 短 垂

度 尺 寸增 長 垂 度 尺 寸視 個 人 喜 好 來 作 垂 度 的 增 減  以 便 減 少 補 正 的

麻 煩 。  

2 . ( 2 )  一 般 質 料 之 圓 襟、方 襟、直 襟 之 祺 袍 其 大 襟 與 底 襟 重 疊 份 均 為： 2 ～ 5

公 分 6 ～ 8 公 分 8 ～ 1 2 公 分 1 0 ～ 1 2 公 分  即 可 。  

3 . ( 1 )  一 般 祺 袍 縫 份 留 法 為 邊、肩 線 各 2 公 分，袖 襱 1 公 分，領 圍 0 . 8 公

分 邊 1 公 分，肩 線 2 公 分，袖 襱 1 . 5 公 分，領 圍 留 1 公 分 邊 2

公 分 ， 肩 線 1 公 分 ， 袖 襱 0 . 5 公 分 ， 領 圍 1 . 5 公 分各 部 份 縫 份 均 為 1

公 分 。  

4 . ( 2 )  祺 袍 大 襟 貼 邊 完 成 寬 度 以 0 . 5 ～ 1 公 分 1 . 5 ～ 2 公 分 3 ～ 4 公 分 4

～ 5 公 分  為 最 佳 。  

5 . ( 4 )  男 單 長 衫 貼 邊 完 成 寬 度 為 1 ～ 2 公 分 2 ～ 3 公 分 3 ～ 4 公 分 5 ～ 6

公 分 。  

6 . ( 3 )  用 薄 料 欲 緄 0 . 2 公 分 寬 之 細 緄 邊 ， 斜 條 布 之 裁 剪 寬 為 0 . 6 公 分 1 公

分 1 . 5 公 分 1 . 8 公 分  為 最 佳 。  

7 . ( 1 )  中 式 男 裝 傳 統 製 作 方 法 裁 剪 時 各 部 位 縫 份 應 邊、前、後 中 心，領 圍

為 1 公 分，下 襬、袖 口 5 ～ 6 公 分 邊、前 後 中 心、領 圍 各 2 . 5 公 分 ，

下 襬 、 袖 口 為 3 . 5 ～ 4 公 分視 布 料 而 定各 部 份 縫 份 均 為 1 公 分 。  

8 . ( 4 )  小 腰 身 祺 袍 邊 縫 份 通 常 在 腰 圍 附 近 均 剪 牙 口，其 目 的：表 示 做 工 細

防 止 表 面 牽 吊縫 份 燙 開 時 較 容 易防 止 表 面 牽 吊，縫 份 燙 開 時 較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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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 。  

9 . ( 1 )  祺 袍 前 後 身 ， 各 圍 剪 牙 口 ， 其 深 度 應 為 0 . 5 公 分 以 內 1 公 分 1 . 5

公 分隨 意 看 個 人 習 慣 。  

1 0 . ( 4 )  緄 邊 布 上 漿 的 目 的增 加 厚 度增 加 硬 度增 加 硬 度 與 厚 度便 於 製

作 並 增 加 完 成 後 之 美 觀 。  

1 1 . ( 4 )  製 作 國 服 所 用 牽 條 其 寬 度 1 公 分 1 . 5 公 分 2 公 分視 上 牽 條 之 位

置 而 定  最 適 合 。  

1 2 . ( 2 )  中 式 傳 統 男 長 衫，如 布 幅 3 尺 寬，裁 剪 時 要 分 成 幾 片二 片三 片四

片五 片 。  

1 3 . ( 1 )  牽 條 布 用 ：手 撕 的剪 刀 剪 的刀 片 割 的鋸 齒 剪 刀  比 較 不 會 影 響

布 紋 。  

1 4 . ( 1 )  製 作 袍、襖 時，各 圍 邊 縫 份 均 剪 牙 口，其 目 的便 於 作 前 後 衣 身 之 記

號為 防 止 表 布 產 生 縐 紋習 慣 動 作減 少 縫 份 之 厚 度 。  

1 5 . ( 3 )  緄 邊 斜 布 條 上 漿 的 順 序 是刮 漿 → 上 漿 → 彈 漿彈 漿 → 刮 漿 → 上 漿

上 漿 → 刮 漿 → 彈 漿隨 個 人 喜 好 而 定 。  

1 6 . ( 2 )  製 作 細 腰 身 祺 袍 ， 小 腰 縫 份 牙 口 的 剪 法 ， 何 者 較 適 合 弧 度 較 直 者

  

。  

1 7 . ( 2 )  一 般 旗 袍 領 圍 的 縫 份 應 留 0 . 2 公 分 1 公 分 2 公 分 3 公 分 。  

1 8 . ( 2 )  緄 條 上 漿 時 以 何 者 最 佳：不 必 考 慮 布 紋 刮 上 漿 糊順 直 布 紋 刮 上 漿 糊

順 橫 布 紋 刮 上 漿 糊順 斜 布 紋 刮 上 漿 糊 。  

1 9 . ( 2 )  大 襟 貼 邊 完 成 寬 若 為 2 公 分，其 貼 邊 寬 應 裁 2 公 分 3 公 分 4 公 分

 5 公 分 。  

2 0 . ( 1 )  裁 剪 前 如 有 歪 曲 現 象 ， 必 須 要 做整 理 布 紋先 下 水防 水 加 工染

色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8 ： 試 穿 與 補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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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2 )  試 穿 者 姿 態 應抬 頭 挺 胸自 然 姿 態 兩 眼 平 視眼 睛 跟 著 師 傅 修 改 部

位 而 移 動眼 看 腳 尖 。  

2 . ( 2 )  下 圖 的 領 圈 補 正 是脖 子 後 傾 體 型脖 子 前 傾 體 型包 肩 體 型挺 胸

體 型 。  

 

3 . ( 2 )  下 圖 的 領 圈 補 正 是扁 平 頸 型橄 欖 頸 型一 般 頸 型粗 頸 根 頸 型 。  

 

4 . ( 1 )  下 圖 的 領 圈 補 正 是頸 根 扁 平 型頸 根 橄 欖 型一 般 頸 型粗 頸 根 頸

型 。  

 

5 . ( 4 )  抬 手 時 ， 祺 袍 按 釦 容 易 脫 開 原 因 ， 何 者 錯 誤 ：腰 身 太 緊前 平 ( 胸 寬 )

及 袖 山 太 窄按 釦 位 置 不 對腰 身 太 寬 。  

6 . ( 4 )  祺 袍 前 後 身 下 襬 往 外 翹，同 時 叉 口 有 張 開 的 情 形，其 補 正 法 何 者 錯 誤

邊 牽 條 重 新 貼 過，注 意 應 縮 的 份 量 及 部 位叉 口 至 下 襬 重 新 扣 邊，給

予 適 當 的 縮 量下 襬 按 絲 路 燙 平 之 後 再 扣 回 縫 份都 不 用 補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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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1 )  如 下 圖 前 領 底 很 平 整 ， 但 後 領 下 端 有 多 餘 的 份 量 ， 其 產 生 的 原 因 ：後

肩 的 斜 度 太 斜 或 橫 頸 太 寬後 肩 的 斜 度 不 夠，後 橫 頸 太 寬後 肩 的 斜 度

不 夠 ， 後 橫 頸 太 窄後 肩 的 縮 份 太 多 。  

 

8 . ( 2 )  如 下 圖， 表 領 起 縐 的 原 因：表 領 布 過 緊表 領 布 過 鬆裡 領 製 作 時 鬆

緊 不 均領 襯 太 大 。  

 

9 . ( 4 )  如 下 圖 ， 祺 袍 前 領 底 起 橫 縐 紋 的 原 因 ， 何 者 錯 誤 ：人 中 ( 前 直 頸 ) 開 得

不 夠 長領 口 與 穿 者 的 頸 型 不 合肩 的 斜 度 太 斜沒 有 起 橫 縐 紋 。  

 

1 0 . ( 3 )  下 圖 起 縐 原 因 為人 中 ( 前 直 頸 ) 太 短前 後 橫 頸 太 寬前 後 橫 頸 不 夠 寬

人 中 （ 前 直 頸 ） 太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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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 3 )  祺 袍 下 襬 不 正 的 原 因：兩 邊 的 縮 量 不 一前 後 邊 縫 合 時，牙 剪 未

對 齊裁 剪 時 ， 中 心 線 經 、 緯 紗 未 成 垂 直按 釦 位 置 配 置 不 當 。  

1 2 . ( 4 )  如 下 圖 起 縐 紋 原 因：車 縫 前 未 將 褶 子 固 定 好車 縫 時 絲 路 未 擺 平車

縫 時 上 層 緊 ， 下 層 鬆褶 子 的 上 端 與 下 端 有 突 然 的 弧 線 。  

 

1 3 . ( 2 )  如 下 圖 後 背 多 餘 份 量 產 生 原 因：後 肩 斜 過 斜後 腰 長 與 後 肩 腰 長 量 或

做 得 太 長後 腰 長 與 後 肩 腰 長 量 得 不 夠 長背 寬 太 寬 。  

 

1 4 . ( 1 )  胃 部 過 緊 而 腹 部 與 後 中 腰 過 鬆 現 象 的 改 正：胃 部 過 緊 的 份 量 由 邊 縫

份 處 放 出前 小 腰 褶 褶 深 增 加前 小 腰 褶 褶 寬 增 加前 小 腰 褶 褶 寬 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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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不 變 ， 但 弧 度 增 加 。  

1 5 . ( 2 )  如 下 圖 前 後 身 小 腰 邊 處 起 縐 的 原 因：小 腰 處 縮 燙 不 夠小 腰 處 的 弧

線 在 車 縫 時，過 於 急 彎小 腰 縫 份 處，牙 剪 太 多、太 深牽 條 布 料 太 厚。

 

1 6 . ( 4 )  如 下 圖 何 者 不 是 祺 袍 領 子 左 右 起 縐 紋 及 胸 前 起 八 字 縐 紋 的 原 因：領 圈

開 得 不 夠 大，而 勉 強 裝 上 領 子領 圈 開 得 太 大，而 勉 強 裝 上 領 子人 中

( 前 領 口 深 ) 開 得 太 長人 中 （ 前 領 口 深 ） 開 得 太 短 。  

 

1 7 . ( 2 )  若 祺 袍 叉 口 至 下 襬 間 ， 形 成 波 浪 ， 其 修 正 法 為 ：按 料 子 的 性 質 ， 給 予

適 當 的 拔 量小 腰 以 下 邊 的 牽 條 按 正 確 的 方 法，重 新 上 牽 條叉 口 至

下 襬 的 縫 份 拆 開 燙 平，多 餘 的 份 量 在 下 襬 修 掉增 加 叉 口 牽 條 長 度， 並

且 拉 緊 ， 使 外 觀 更 平 緊 。  

1 8 . ( 3 )  祺 袍 大 襟 前 中 心 處 起 縐 的 原 因：牽 條 及 貼 邊 上 得 太 鬆手 縫 時，線 拉

得 太 鬆前 領 未 對 準 前 中 心大 襟 貼 邊 太 窄 。  

1 9 . ( 2 )  後 領 口 開 得 太 深 時，會 產 生領 子 前 鬆 後 緊領 子 後 鬆 前 緊後 領 起 縐

紋側 邊 起 縐 紋 。  



2 5  

2 0 . ( 1 )  前 領 往 上 吊 有 壓 迫 感 ， 但 後 領 空 鬆 ， 其 原 因後 領 圍 開 得 過 深 ， 且 前 領

口 深 ( 人 中 ) 不 夠 長前 領 弧 度 太 淺後 腰 長 過 長前 腰 長 太 長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0 9 ： 縫 製  

 

1 . ( 1 )  一 般 男 短 衫 之 直 釦 ， 大 多 為 5 或 7 對 6 或 8 對 9 或 1 1 對 1 0

或 1 3 對 。  

2 . ( 1 )  以 棉 布 製 作 的 祺 袍 較 適 合 採 用 的 緄 邊 布 是棉 布 斜 條軟 緞 斜 條織

錦 鍛 斜 條棉 絨 斜 條 。  

3 . ( 2 )  單 圓 襟 祺 袍 除 了 拉 鍊 外 ， 尚 需 按 釦五 對七 對九 對十 一 對 。  

4 . ( 1 )  緄 邊 布 上 漿 之 方 向 應 以直 布 紋橫 布 紋斜 布 紋看 個 人 習 慣  之 方

向 而 訂 。  

5 . ( 4 )  無 袖 祺 袍 上 牽 條 位 置 有：後 身 左 右 邊 及 大 襟 線前 後 身 右 邊 上 拉

鍊 處 及 大 襟 線前 身 右 邊 上 拉 鍊 處 、 後 身 左 邊 及 大 襟 線前 身 右

邊 上 拉 鍊 處、後 身 左、右 邊 及 前 身 左、右 叉 口 上 下 2 公 分 處 及 大 襟

線 。  

6 . ( 1 )  傳 統 上，製 作 國 服 時 所 需 之 牽 條 布 為薄 的 半 絲 裡 布厚 的 富 貴 綢 裡 布

配 合 表 布 布 料 決 定 厚 薄沒 有 特 別 規 定 。  

7 . ( 1 )  祺 袍 邊 所 上 之 牽 條，如 牽 條 布 是 毛 邊 時，在 車 縫 時應 車 在 牽 條 的 中

心（ 使 用 於 燙 開 縫 份 上 ）應 車 在 牽 條 靠 邊 0 . 2 公 分 處應 車 在 牽 條 靠

邊 0 . 1 公 分 處應 先 車 縫 牽 條 後 ， 再 縫 合 邊 。  

8 . ( 4 )  上 大 襟 牽 條 的 方 法 為：大 襟 起 點 至 終 點 必 須 稍 微 燙 縮 後 貼 上 牽 條大

襟 起 點 至 終 點 不 必 微 縮 即 可 上 牽 條大 襟 起 點 至 終 點 必 須 燙 平 後 貼 上

牽 條大 襟 線 上 袖 襱 褶 附 近 ， 稍 微 燙 縮 絲 路 後 上 牽 條 。  

9 . ( 1 )  祺 袍 前 後 片 的 邊 燙 縮 方 法 為：小 腰 上 3 公 分 以 上 的 地 方，按 照 絲 路

燙 平 即 可小 腰 上 3 公 分 至 小 腰 下 3 公 分 之 間，需 燙 縮小 腰 下 3 公 分

以 下 的 地 方 ， 皆 需 燙 拔皆 按 絲 路 燙 平 。  

1 0 . ( 3 )  車 縫 直 線 緄 邊 時， 緄 邊 布 應 注 意：盡 量 放 鬆用 力 拉 緊稍 微 放 鬆

稍 微 拉 緊 。  

1 1 . ( 3 )  祺 袍 肩 線 之 縫 份 應 ：倒 向 前 身倒 向 後 身燙 開修 到 愈 少 愈 好 。  

1 2 . ( 2 )  傳 統 上 ， 男 單 長 衫 應 釘 直 釦 5 對 6 對 9 對 1 1 對 。  

1 3 . ( 2 )  製 作 旗 袍 時 後 身 邊 上 牽 條 方 法燙 縮 部 位 牽 條 平 放表 布 燙 縮 部 位

牽 條 要 拉 緊 後 燙 平表 布 燙 縮 部 位 牽 條 要 放 鬆 後 燙 平表 布 所 有 部 位

牽 條 皆 須 拉 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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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 4 )  祺 袍 各 種 褶 子 車 縫 時 應在 尖 端 來 回 倒 針，以 保 堅 牢 度順 著 絲 路 車 順

按 照 記 號 線 上 下 層 對 齊 順 著 車 在 尖 端 再 倒 針在 尖 端 留 線 頭 打 結 。  

1 5 . ( 4 )  祺 袍 之 大 襟 上 牽 條 目 的 為增 加 厚 度為 完 成 後 之 美 觀 硬 挺固 定 燙

拔 後 形 狀固 定 燙 縮 後 形 狀 。  

1 6 . ( 4 )  祺 袍 之 前 後 身 燙 縮、燙 拔 之 目 的 為改 變 尺 寸防 止 變 形扭 曲 布 紋

配 合 人 體 線 條 。  

1 7 . ( 3 )  製 作 祺 袍 所 用 牽 條 布 應 用白 漂 布淡 色 薄 綢 或 裡 布與 表 布 同 色 之

半 絲 裡 布 或 薄 綢 布本 布 ( 即 表 布 ) 。  

1 8 . ( 3 )  一 般 質 料 之 祺 袍 前 後 身 腰 褶 車 縫 後，褶 份 應倒 向 中 心倒 向 邊由

中 心 燙 開由 中 心 剪 開 後 再 燙 平 。  

1 9 . ( 2 )  一 般 式 樣 祺 袍 除 了 拉 鏈 外 尚 須 有 按 釦 為五 對七 對九 對十 一 對 。

2 0 . ( 3 )  一 般 體 型 者 之 祺 袍 後 身 須 燙 拔 部 位 為小 腰 以 下 之 邊小 腰 以 上 之

邊後 中 心肩 與 袖 襱 。  

2 1 . ( 3 )  製 作 短 衫 時 上 牽 條 先 用千 鳥 縫斜 針 縫漿 糊膠 水  固 定 後 再 車 縫。

2 2 . ( 4 )  製 作 旗 袍 領 子 時 應 注 意表 裡 領 布 同 大表 領 布 放 鬆裡 領 布 稍 放 鬆

表 領 放 鬆 裡 領 拉 緊 。  

2 3 . ( 1 )  祺 袍 大 襟 上 之 按 釦 距 離 決 定 之 後 再 離 完 成 線 0 . 2 公 分 0 . 5 公 分 1

公 分沒 有 特 別 規 定 ， 開 始 釘 縫 。  

2 4 . ( 3 )  旗 袍 之 右 邊 上 拉 鍊 一 般 方 法 為：前 身 蓋 後 身後 身 蓋 前 身前 身 與

後 身 平 行 的 重 疊 0 . 1 ～ 0 . 2 公 分沒 有 特 別 規 定 。  

2 5 . ( 2 )  祺 袍 叉 口 內 均 上 墊 叉 布，其 目 的增 加 厚 度增 加 堅 牢 度為 美 觀為

硬 挺 。  

2 6 . ( 3 )  一 般 布 料 單 祺 袍 縫 合 前 後 邊 時，如 先 以 漿 糊 固 定，須 加 熱 燙 合，其 方

式 為快 速 地 來 回 移 動慢 慢 地 來 回 移 動以 壓 燙 方 式，提 起 熨 斗 再 向

前 壓壓 燙 方 式 ， 但 須 快 速 向 前 移 動 。  

2 7 . ( 3 )  駝 背 者 穿 著 之 祺 袍，後 身 須 燙 拔 部 位 邊肩、袖 襱後 中 心後 領

口 。  

2 8 . ( 4 )  胸 圍 、 腰 圍 、 臀 圍 尺 寸 相 同 之 祺 袍 後 身 燙 拔 、 燙 縮 位 置 ， 份 量應 相 同

不 相 同不 一 定 相 同須 配 合 穿 著 者 之 體 形 。  

2 9 . ( 2 )  長 袍 、 短 衫 上 之 直 布 釦 固 定 方 法斜 針 縫直 針 縫迥 針 縫藏 針 縫 。

3 0 . ( 3 )  車 縫 向 外 凸 之 弧 線 緄 邊 時，緄 邊 布 應平 放用 力 拉 緊盡 量 放 鬆稍

微 拉 緊 。  

3 1 . ( 4 )  祺 袍 前 後 身 小 腰 圍 以 下 邊 燙 縮 份 量 與下 襬 寬小 腰 圍 之 大 小臀

圍 之 大 小下 襬 寬 度 、 各 腰 圍 之 大 小 均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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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 2 )  大 襟 燙 縮 與 上 牽 條 的 目 的增 加 厚 度 與 堅 牢使 符 合 胸 部 曲 線 使 之 不

變 形增 加 硬 度 使 外 觀 漂 亮固 定 形 狀 ， 使 不 易 變 形 。  

3 3 . ( 3 )  祺 袍 左 右 叉 口 縫 蟲 形 結 的 目 的 為美 觀增 加 叉 口 之 堅 牢增 加 堅 牢

與 美 觀毫 無 意 義 。  

3 4 . ( 2 )  一 般 圓 襟 祺 袍 每 個 按 釦 位 置 之 距 離 應相 同不 相 同視 穿 者 體 型

視 師 傅 的 習 慣 。  

3 5 . ( 2 )  大 襟 處 理 的 順 序，何 者 是 對 的 a . 上 牽 條 b . 裁 貼 邊 c . 上 貼 邊 d . 燙 縮 a b c d

 d a b c  a b d c  d c b a 。  

3 6 . ( 2 )  製 作 祺 袍 時，後 身 邊 上 牽 條 方 法表 布 燙 縮 部 位 牽 條 平 放表 布 燙 縮

部 位，牽 條 要 拉 緊 後 燙 平表 布 燙 縮 部 位 牽 條 要 放 鬆 後 燙 平表 布 燙 縮

部 位 ， 牽 條 要 用 力 拉 緊 ， 後 燙 平 。  

3 7 . ( 2 )  縫 合 肩 線 何 者 體 型 的 後 身 需 要 較 多 的 縮 份 ？挺 胸 型包 肩 型平 肩

斜 肩 。  

3 8 . ( 3 )  下 列 何 處 需 要 燙 伸 ( 拔 ) 處 理後 肩 邊 小 腰 上 3 公 分 以 上 處 邊

小 腰 上 3 公 分 至 小 腰 下 3 公 分 處後 邊 小 腰 下 3 公 分 以 上 處 。  

3 9 . ( 4 )  製 作 中 國 服 飾，在 布 料 緄 邊 上 上 漿， 為 的 是偷 懶誇 張增 加 軟 度

保 持 絲 路 ， 易 於 燙 平 。  

4 0 . ( 1 )  大 襟 不 必 燙 縮 的 是一 字 襟琵 琶 襟圓 襟方 襟 。  

4 1 . ( 3 )  祺 袍 或 合 身 短 衫 之 邊 縫 份 通 常 在 腰 圍 附 近 均 剪 牙 口 ( 缺 口 ) 其 目 的 為

表 示 做 工 精 細縫 份 燙 開 較 易防 止 表 布 產 生 縐 紋習 慣 動 作 無 意

義 。  

4 2 . ( 2 )  影 響 到 後 中 心 燙 拔 份 量 的 是乳 部背 部腿 部胸 部 。  

4 3 . ( 3 )  一 般 有 腰 身 的 旗 袍 邊 拉 鍊 之 止 點 是 小 腰 下 6 ～ 9  1 0 ～ 1 3  1 5 ～

1 8  2 0 ～ 2 5  公 分 。  

4 4 . ( 4 )  祺 袍 大 襟 之 貼 邊 如 以 三 摺 邊 處 理 時 應 以回 針 縫星 止 縫捲 針 縫

斜 針 縫  固 定 之 。  

4 5 . ( 2 )  祺 袍 或 女 短 衫 之 領 子 與 衣 身 縫 合 方 法 為藏 針 縫全 回 針 縫平 針 縫

斜 針 縫 。  

4 6 . ( 4 )  無 裡 祺 袍 其 叉 口 至 下 襬 縫 份 以 拷 克 處 理 時，其 縫 份 以回 針 縫斜 針 縫

直 針 縫千 鳥 縫  固 定 之 。  

4 7 . ( 2 )  祺 袍 之 尼 龍 領 襯， 周 圍 以 薄 裡 布 包 一 圈，是 為 了美 觀 好 看保 護 表 領

布增 加 厚 度無 作 用 。  

4 8 . ( 1 )  緄 邊 時，大 襟 表 布 縫 份 必 須 反 扣 的 是細 鑲 緄 0 . 5 公 分 細 緄寬 緄

緄 邊 出 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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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 1 )  下 圖 何 處 燙 縮 處 理 是 錯 誤 的 ？    。  

 

5 0 . ( 1 )  下 圖 袖 子 何 處 需 要 伸 燙 處 理 ？ A  B  C  D 。  

 

5 1 . ( 2 )  下 圖 袖 子 何 處 不 需 要 燙 縮 、 燙 拔 ？ A  B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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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 1 )  使 用 一 般 厚 度 衣 料 製 作 男 長 、 短 衫 ， 其 領 圍 以 緄 邊 處 理 時 ， 領 長 尺 寸 要

比 領 圍小 1 . 2 公 分等 長大 1 公 分大 2 公 分 。  

5 3 . ( 2 )  肩 線 接 合 後 在 領 口 及 肩 點 處 縫 份 修 角 是 為 了美 觀防 止 牽 吊防 止

領 口 變 小無 意 義 。  

5 4 . ( 1 )  用 於 較 厚 布 料 的 鈕 釦 頭 可 用蜻 蜓 結葡 萄 鈕 釦 結蝴 蝶 結吉 祥 結 。

5 5 . ( 4 )  一 般 厚 度 之 布 料 製 作 女 用 直 釦 所 需 長 度 約 1 5 公 分 2 0 公 分 2 5 公

分 3 0 公 分 。  

5 6 . ( 1 )  盤 釦 釦 條 內 要 包棉 線銅 絲鬆 緊 帶鐵 絲 。  

5 7 . ( 4 )  影 響 前 中 心 是 否 要 燙 拔 的 部 位背 部胸 部乳 部腹 部 。  

5 8 . ( 2 )  大 襟 經 燙 縮 後 固 定 ，襟 處 的 牽 條 寬 度 為 0 . 5 公 分 1 公 分 1 . 5 公 分

 2 公 分 。  

5 9 . ( 2 )  一 般 祺 袍 後 身 燙 拔 、 燙 縮 後 ， 用 以 固 定 之 牽 條 應 貼 至叉 口 上 2 ～ 3 公

分叉 口 下 2 ～ 3 公 分叉 口 下 5 ～ 8 公 分叉 口 止 點 。  

6 0 . ( 1 )  緄 邊 布 正 確 的 接 頭 方 法照 直 布 紋 接照 橫 布 紋 接照 斜 布 紋 接橫

直 紋 均 可 。  

6 1 . ( 1 )  製 作 長 袖 的 袖 子 ， 燙 拔 位 置 為前 袖 肘 附 近後 袖 肘 附 近袖 山袖

口 。  

6 2 . ( 3 )  製 作 緄 邊 領 子，其 裡 領 的 外 圍 縫 份 處 理 方 法 何 者 為 佳裡 領 縫 份 扣 回 後

再 緄 邊裡 領 縫 份 剪 掉 後 再 緄 邊先 車 緄 條 再 修 剪 裡 領 縫 份裡 領 不

必 留 縫 份 。  

6 3 . ( 2 )  會 使 祺 袍 的 領 子 往 外 翻 是 因 製 作 時表 領 過 鬆表 領 過 緊裡 領 過 緊

裡 領 過 鬆 。  

6 4 . ( 4 )  熨 燙 毛 織 物 不 當 時，較 厚 部 位 容 易 發 光 的 原 因 是溫 度 高溫 度 低燙

斗 直 接 在 衣 服 正 面 燙高 溫 燙 斗 直 接 在 衣 服 的 表 面 燙 。  

 

 

0 4 9 0 0 國 服  丙 級  工 作 項 目 1 0 ： 職 場 安 全 衛 生 與 職 業 道 德  

 

1 . ( 4 )  當 你 工 作 時 應 注 意用 電 安 全本 身 及 共 同 工 作 人 員 安 全工 作 環 境

以 及 工 具 設 備 之 安 全全 部 皆 需 注 意 。  

2 . ( 3 )  熨 斗 底 部 如 沾 有 漿 糊 其 去 除 方 法：用 刀 片 用 力 刮在 地 上 輕 輕 的 磨

在 濕 布 上 來 回 磨 擦泡 在 清 潔 劑 裡 。  

3 . ( 4 )  裁 剪 桌 的 高 度 為 2 尺 3 尺 4 尺配 合 使 用 者 身 高 最 適 合 。  

4 . ( 4 )  縫 衣 機 保 養 方 法 是每 一 年每 半 年每 三 個 月隨 時  保 持 機 器 內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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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整 潔 與 上 油 。  

5 . ( 3 )  衣 服 沾 染 果 汁 時 可 用水酒 精醋丙 酮  處 理 之 。  

6 . ( 2 )  不 可 用 含 氯 漂 白 劑 的 符 號 是   

。  

7 . ( 2 )  絲 織 或 毛 織 衣 物，洗 濯 時 應 選 用普 通 洗 衣 粉中 性 洗 劑肥 皂只 用

溫 水 洗 即 可 。  

8 . ( 4 )  車 縫 時 若 不 幸 被 車 針 刺 穿 手 指，其 最 合 適 之 急 救 方 法 為：不 可 移 動 手

指，立 即 請 旁 人 代 打 1 1 9 電 話 急 救不 可 移 動 手 指，立 即 連 縫 紉 機 一 起

帶 到 醫 院 急 診立 即 切 斷 手 指 並 止 血 赴 醫立 即 提 起 壓 腳 拔 出 車 針，並

止 血 赴 醫 。  

9 . ( 4 )  縫 衣 機 梭 殼 的 保 養 方 法 為 每 隔一 週二 週半 年不 需 要  加 油 。  

1 0 . ( 1 )  衣 物 的 領 垢 可 用苯 精丙 酮醋 酸阿 摩 尼 亞  清 理，再 以 洗 劑 清 洗 。

1 1 . ( 1 )  衣 物 沾 到 口 紅 可 用苯 精丙 酮醋 酸阿 摩 尼 亞  清 理 ， 再 以 溫 肥 皂

液 、 漂 白 劑 、 清 水 清 洗 。  

1 2 . ( 1 )  何 者 符 號 表 可 乾 洗    。  

1 3 . ( 1 )  工 業 用 熨 斗 底 部 如 有 焦 塊 時，較 不 適 合 使 用 何 物 清 除刀 片木 賊 草

烏 賊 骨粗 毛 布 。  

1 4 . ( 1 )  棉 、 毛 有 顏 色 等 衣 物 可 採 用 中 性 洗 劑 濕 洗 ， 其 洗 濯 溫 度 約 以 3 0 ℃

4 5 ℃ 6 0 ℃ 7 5 ℃  為 宜 。  

1 5 . ( 1 )  安 全 使 用 電 熨 斗 的 方 法 是一 定 要 使 用 規 格 電 壓用 金 屬 去 污 劑 除 去

底 部 污 垢不 用 時 熨 斗 平 放 在 燙 檯 上為 求 迅 速 降 溫，可 直 接 將 熨 斗 浸

入 水 中 。  

1 6 . ( 4 )  衣 物 發 霉 可 用 何 種 溶 劑 去 除醋 酸丙 酮苯 精阿 摩 尼 亞 。  

1 7 . ( 2 )  電 動 平 車 內 的 油 槽 內 有 一 磁 鐵，它 的 作 用 是吸 線 頭吸 斷 針 及 珠 針

吸 灰 塵吸 梭 殼 。  

1 8 . ( 1 )  腳 踏 縫 衣 機 或 電 動 平 車 都 是 使 用機 油大 豆 油葵 花 油豬 油  來 潤

滑 零 件 。  

1 9 . ( 3 )  電 線 走 火 時 應 先趕 緊 逃 命打 電 話 給 1 1 9 切 斷 電 源用 水 將 火 撲

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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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 4 )  為 了 防 止 縫 衣 機 生 銹 可 用茶 水糖 水清 水機 油  擦 拭 。  

2 1 . ( 1 )  以 深 色 車 縫 線 使 用 在 同 色 布 時，光 源 最 好 是 在左 上 方左 後 方右 上

方右 後 方 。  

2 2 . ( 1 )  一 日 中 以 何 時 曝 曬 衣 物 為 佳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三 時中 午 十 二 時 至

下 午 六 時下 午 二 時 至 下 午 六 時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  

2 3 . ( 3 )  一 旦 見 人 觸 電 時 應 立 即打 電 話 給 1 1 9 用 剪 刀 將 電 線 剪 斷用 絕 緣

物 將 電 線 移 開撲 上 去 搶 救 。  

2 4 . ( 4 )  一 旦 遇 到 電 線 著 火 可 立 刻 使 用 何 物 來 滅 火水油泡 沫 滅 火 器

A B C 乾 粉 滅 火 器 。  

2 5 . ( 2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理 想 的 工 作 環 境天 花 板 漆 成 白 色，使 光 線 感 覺 充 足天

花 板 漆 成 黑 色 ， 可 避 免 弄 髒室 內 溫 度 為 1 6 ～ 2 0 ℃隨 時 更 換 不 亮 或

亮 度 不 足 的 燈 管 。  

2 6 . ( 3 )  絲 絨 布 車 布 邊 時 應將 毛 邊 修 剪 整 齊 再 車 布 邊為 防 止 布 的 纖 維 亂

飛 ， 應 先 將 布 浸 水 再 車 布 邊帶 防 塵 口 罩帶 耳 塞 。  

2 7 . ( 2 )  何 者 符 號 表 可 手 洗    。  

2 8 . ( 3 )  何 者 符 號 表 不 可 使 用 漂 白   

。  

2 9 . ( 4 )  何 者 符 號 表 可 絞 乾    。  

3 0 . ( 2 )  工 廠 安 全 與 下 列 那 一 種 有 關 ：規 模設 備 、 管 理銷 售廣 告 。  

3 1 . ( 3 )  心 理 衛 生 是 注 意 ：溫 度採 光工 作 情 緒濕 度 。  

3 2 . ( 4 )  工 廠 衛 生 應 注 意 事 項 ， 何 者 錯 誤 ：水食 物空 氣老 闆 情 緒 。  

3 3 . ( 2 )  若 被 熨 斗 燙 傷 ， 應 即 採 ：熱 敷 法冷 敷 法包 紮 法消 毒 法 。  

3 4 . ( 1 )  理 想 的 夏 季 衣 著 是 ：吸 汗 、 易 乾 、 透 氣 的 棉 質 內 衣尼 龍 易 乾 內 衣

薄 絲 質 內 衣直 接 穿 作 業 服 較 好 。  

3 5 . ( 2 )  施 行 急 救 中 ， 心 臟 按 摩 法 是 以 一 分 鐘 ： 5 0 ～ 6 0  6 0 ～ 7 0  7 0 ～ 8 0

 1 2 ～ 1 6  次 。  

3 6 . ( 1 )  安 全 熨 斗 電 線 應 吊 掛 於 ：右 上 前 方左 上 前右 下 方左 下 方 。  

3 7 . ( 3 )  工 作 後 的 休 息 時 間 應 ：喝 酒 提 神多 吃 食 物做 柔 軟 體 操閱 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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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  

3 8 . ( 3 )  縫 製 者 為 提 高 效 率 ， 應 穿 用 ：拖 鞋赤 腳平 底 鞋高 跟 鞋 。  

3 9 . ( 1 )  濕 度 太 大 的 室 內 應：加 裝 換 氣 設 備要 常 灑 水常 常 打 開 窗有 遮 陽

效 果 。  

4 0 . ( 1 )  工 作 時 ， 身 體 覺 得 不 太 舒 服 ， 應 要 ：立 刻 休 息繼 續 工 作吃 成 藥

做 劇 烈 運 動 。  

4 1 . ( 3 )  為 求 工 作 的 安 全 與 效 率 的 提 高 應 實 施：監 督 視 察獎 勵 處 罰注 重 環

境加 重 工 作 。  

4 2 . ( 1 )  縫 製 工 作 的 環 境 ， 如 灰 塵 多 （ 纖 維 、 粉 等 ） 時 ， 應 採 用 ：加 強 換 氣 ，

帶 口 罩開 電 扇關 閉 門 窗慢 慢 做 。  

4 3 . ( 2 )  理 想 的 工 作 環 境 其 室 內 溫 度 為 ： 3 6 度 2 3 度 1 8 度 1 0 度 。  

4 4 . ( 3 )  穿 著 工 作 服 ， 首 要 注 意 ：外 觀 線 條顏 色 花 樣透 氣 、 吸 濕款 式 美

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