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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结合交互设计技术对中国近代飞行服数字化影像进行归纳总结，探究数字化影像和交互技

术的结合方式，分析影像交互技术对飞行员服饰的影响。方法 利用网络、书籍等方式梳理中国近代飞

行员服饰的变化发展过程，结合现有案例分析不同影像交互设计的特点并选择合理的交互设计方法。结

果 系统直观地对中国近代飞行员制服的历史变更进行梳理总结，结合交互设计基础理论，完成对飞行

服数字化影像的交互设计。结论 对现存影像稀少的飞行服而言，制作成本低、内存占比少、简洁易懂

的小程序有着易于查看、方便快捷、互动性高等优势。合理的色彩搭配、简洁的画面、详细的文字说明

以及丰富的交互操作能够带给用户良好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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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nteraction Design of Modern Chinese Flight Clothing 

QIANG Kun, ZHANG Yu-chen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ummarize the digital images of Chinese modern flight clothing combined with interac-

tion design technolog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in which digital images and interaction technology are 

combined,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image interaction technology on flight clothing.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devel-

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flight clothing was sorted out through Internet and book survey. Combined with existing ca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image interaction designs were analyzed and a reasonable interaction design method was 

selecte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flight clothing in modern China wer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and intuitively. The in-

teraction design of digital images of flight clothing was complet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interaction de-

sign. For the flight clothing with scarce existing images, the applet with low production cost and low RAM occupation is 

simpl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easy to view and use, quick and convenient to spread, and 

also high interactivity. Reasonable color matching, simple graphics, detailed text descriptions and rich interactive opera-

tions can bring users an excellent us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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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与技术的进步下，飞行员制服于更新改良

中迎合发展，服装的功能、面料、制式都有着不小的

变化。而针对中国近代飞行员制服发展的整理却少之

又少，大多从文字记录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空

军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时曾强调：“建设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时代赋予空军的重大使

命，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

然要求。”空军飞行服的发展体现了我国在航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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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巨大进步，对飞行服的演变记录不仅是服装外

形的整合，更要注重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1]。普通文

字影像很难使观者体验到细微的面料变化以及版型

调整带来的影响，所以迫切需要一种更加清晰明确的

艺术展示形式，完成对飞行员制服演变的记录[2]。 

1  飞行员制服 

飞行服作为特殊的军装制服，是空军飞行员的必

要装备之一，飞行员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离不开飞行

服的保护。由于飞行员要面对的是高空可能出现的极

端气流、气压、温度等环境，所以飞行服在功能面料

上与普通军装制服有所区别，也是飞行员能够顺利完

成任务的重点保障手段。 

追溯飞行服的发展，早期仅作为飞机的配备服装

出现，人们真正开始注重飞行服的设计还是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被俘士兵称飞行服过薄导致四肢僵硬无

法正常操控飞机以致露出破绽，随后在解决飞行服防

冻这一痛点时设计师还加强了对于空中气压高供氧

不足等问题的改善。作为飞行员日常训练、作战及应

急逃生的重要防护装备，飞行服还具有防火、防水、

抗压、抗击、抗荷等功能，作为“生命甲胄”守卫着

每位飞行员。 

2  中国近代飞行服的发展 

飞行服看似简单，普通时装市场甚至有模仿飞行

员夹克外形的流行服饰，但目前为止仅有少数国家具

备独立研究制作飞行员所用专业制服的能力。虽然我

军飞行员制服的研制较其他国家起点低、起步晚，但

在不断学习中汲取了大量经验，如今我国飞行服的发

展已经相对完善且拥有许多独有的功能造型设计。 

中国近代的飞行员制服最早出现于 1949 年 8 月

15 日，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了第一个飞行队，见

图 1，队内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空军驾驶员，在这之

前普遍穿着的是日本的连身服，后经建议改为了夹克

式飞行服，再配合解放军的普通军装用以日常着装，

这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的制服。在开国大典中

飞越天安门的第一批中国人民空军飞行员就是以改

良过的日式连身服接受了检阅。 
 

 
 

图 1  1949 年 8 月南苑飞行队 P-51 战斗班合影 
Fig.1 Group photo of P-51 combat squad of  

Nanyuan Flight in August 1949 

2.1  50 式飞行服 

自空军正式成立后，我国开始首次尝试研制并装

备第一代飞行员服，其中包括 4 个子系列、15 个品

种，并通称为 50 式飞行服。当时使用的机型主要为

米格 15 战斗机，结合机型特点，50 式飞行服在面料、

款式、颜色、号型等方面参照苏式飞行服标准进行制

作，空军初期包含夏季、冬季、春秋季三种飞行服[3]。

其中，夏季为连体式飞行服；冬季为人字布面羊毛皮

内里连身飞行服，同时为了加强保暖效果配有绒衣

裤、苏式皮质飞行帽及围巾等；春秋季则为黑色飞行

皮服。该款飞行服在 1950—1953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0 式夏季飞行服分为布制和皮制两款，其中布

质为连体服样式，采用中间竖向开口方式配以拉链缝

制，面料使用草绿色平纹布面；共有四个口袋分别位

于上身和腰间，其中上身口袋为平底式，腰部口袋为

斜插式；同时裤腿口缝处设有抽带方便活动。后来由

于在实际使用中对飞行员的穿脱产生了很大困扰，于

1953 年改良为分体夹克款飞行服，外形为草绿色夹

克上衣配藏蓝色散腿长裤，上衣同样配备四个口袋，

上平下斜。 

50 式春秋季飞行服皮质款上衣为敞袖口、敞下

围、散裤腿，由黑色光面羊皮革和草绿色棉平布里衬

制作而成，设有四个口袋，同样上平下斜左右对称，

裤子为同款面料敞口皮裤，此款飞行服也用于春秋两

季。1953 年上衣改为了由深棕色光面羊皮服装革制

作而成的小翻领夹克，裤子造型调整为马裤式。 

50 式冬季飞行服采用连体样式，面料采用草绿

色人字布配羊毛内里，领口采用羊毛皮领，肘部膝部

加有护布；采用中间竖向拉链开口，共四个口袋，区

别于其他季节的口袋，其上平底口袋缝有拉链；腰部

配布腰带一条，裤腿口散开。于 1953 年改为上下分

体式，解决了穿脱不易、袖口裤口肥大等影响操作的

问题，见图 2。 
 

 
 

图 2  50 式冬季飞行服 
Fig.2 Type 50 winter flight clothing 

 

2.2  56 式飞行服 

随着经济的好转，在飞行服的面料选材上增设了

绵羊毛光面革及丝棉，在 1953—1955 年开始使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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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飞行服，其中包含 56 式夏季皮、布款飞行服，56

式冬季飞行服。当时我军主要使用的机型是歼 5 和歼

6 战斗机，参与过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台海空战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国土防空。 

56 式夏季皮、布两款飞行服都采用夹克上衣配

裤子的样式，区别在于布款飞行服搭配散口裤，而皮

款飞行服搭配马裤式长裤。56 式夏季布制飞行服夹

克使用绿色平纹布面料，见图 3，裤子使用藏蓝色平

纹布。版型上采用了小翻领设计，胸口有两个带盖贴

袋，且在中间部位缝有装饰性布带，腰侧有两个斜插

带，裤子左右各有两个内装插袋，全套服装共计六个

口袋，同时对下围、袖口进行了收紧处理。56 式夏

季皮制飞行服面料采用了深棕色光面羊皮革搭配草

绿色平布里衬的设计，适用季节广，除冬季皆可使用。

夹克版型同样采用小翻领，前襟配有拉链方便穿脱，

胸部两个挖袋含拉链，腰部两个斜口挖袋共有四个口

袋，背部两个折裥，下围和袖口均采用松紧布设计。

裤子左右两侧各一个带拉链的斜口袋，其余拉链分布

在前开门及裤腿开口处。 

56 式冬季飞行服为夹克式上衣和马裤式下装，

以深棕色光面羊皮革为外表面，草绿色平布为里衬，

内部填充丝棉[4]。夹克领口处配有貂皮毛领，胸前与

腰侧分别配有两个内装式口袋，其中胸前部位口袋有

拉链。此外，夹克前襟处的拉链，后背处的两个活裥，

袖口及下围装配的松紧布，都让这一款飞行服更具舒

适性。裤子有两个含拉链的内装式斜口袋，前开门和

裤腿装有拉链，见图 4。 
 

  

图 3  56 式夏季飞行服 
Fig.3 Type 56 summer  

flight clothing 

图 4  宣传画中穿 56 式冬季

飞行皮服的飞行员 
Fig.4 Pilot in Type 56 winter 

flight leather clothing in a 
propaganda poster 

 

2.3  59 式飞行服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超音速飞机，多样的飞机种类

也带来了飞行高度和区域的变化，传统飞行服已经难

以满足新型飞机的飞行需求。为了应对飞机产生的过

载压力，科研人员采用了飞行服预冲压的方式，以提

高服装抗过载能力，高空代偿服及抗荷服就在此时应

运而生[5]。由于这两种防护服装需要搭配飞行服穿着，

所以原有飞行服在尺寸规格、制作工艺、面料选材上

都进行了改良。这款经过多次改进的飞行服也是目前

为止我国装备时间最长的飞行服，当时我军主要使用

的机型为强 5、歼 7、歼 8 等战斗机。 

飞行员在执行大量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头

部血压降低、黑视、意识丧失、器官位移等情况，抗

荷服就是用于应对此类情况的特殊防护装备。抗荷服

分为囊式、管式两种，可以通过向飞行员腹部及下肢

加压为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皮层的运转提供良

好条件。腹部、大腿、小腿处连接的气囊组成了囊式

抗荷服，当飞机正向加速度超过临界值时，调节器会

提取发动机、压气机等不同部位的气体向抗荷服气囊

充气，以此形成保护飞行员的气压来保证头部的正常

血液循环。管式抗荷服由腹部气囊及下肢侧管组成，

采用交叉定位的方式用带子固定在服装表面。 

接着人们发现，飞行员在操控新型高空战斗机时

极易出现气栓症状，气栓又会引起胸痛、休克等。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科研人员以潜水服的抗压原理为灵

感，研制出了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隔离外界影响的代偿

服。代偿服分为侧管式、囊式两种，可以满足不同高

度的飞行需求，主要由主体及张紧装置两部分构成，

一般与面罩和头盔配套使用，见图 5。 
 

 
 

图 5  穿着高空代偿服的飞行员 
Fig.5 A pilot wearing a partial pressure suit 

 

59 式夏季飞行服同样分为皮、布两款，样式与

56 式同季飞行服基本相同，见图 6，在尺寸上进行了

细微调整，同时为了配合代偿服的使用在裤腰处增设

了两个导管插孔，其中夏季皮制飞行服在腋下部位增

加了透气孔，以解决长时间穿戴代偿服后引起的升温

问题。用料及样式均与原夏布飞行服相同。此外，皮

制飞行服面料选材改为了山羊服装革。59 式冬季飞行 
 

 
 

图 6  59 式夏季飞行皮服 
Fig.6 Type 59 summer flight leather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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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样式与 56 式同季飞行服基本相同，同样为了配合

代偿服使用对尺寸、结构进行了部分调整。在面料上

由于狩猎限制把原有的貂皮领改为了羊毛皮剪绒领。 

值得一提的是，空军部队的飞速发展培养出了大

批女性飞行员，而原有的飞行服都是参考男性身体结

构设计的，所以自 1974 年后飞行服开始针对女性飞

行员进行了改良，在尺寸、结构、版型上都做了许多

调整。 

2.4  02 式飞行服 

随着新型战机的研发，老式飞行服的性能样式已

无法完成当时的飞行任务，50 式飞行服正式退役[5]。

为了加强军队配套建设，提高空军执行任务能力，02

式飞行服于 2004 年开始武装部队，其中主要包括夏

服、春秋服、冬服、装具 4 个子系列，21 个品种。

形成了一个由外衣、内衣、鞋袜、手套、装具组成的

完整体系。与老式装具相比，增加了飞行棉衣、飞行

腰带、远航裤衩、飞行裤衩和夏飞行袜 5 个品种，便

于保暖量的调节，其中前 4 个为新研制品种。 

02 式飞行服在面料、制式、尺寸上都进行了大

幅改进，功能和版型都有了极大进步，同时具备作战

需求、安全防护、应急逃生等多方面的能力，款式简

洁大方，使用灵活舒适，有利于更好地操控飞机完成

飞行任务，同时可搭配多种飞行装备使用，以应对不

同的飞行环境与场景。主要分为夏季、春秋季、冬季

三种飞行服套装。其中夏季飞行服选用蔚蓝色毛、涤、

黏胶混合纺织物面料，表现为连体式分体外观结构。

冬季飞行服外表选用深蓝色山羊服装革面料，以丙纶

片填絮，样式为夹克式分体套装。春秋季飞行服夹克

上衣选取灰蓝色山羊服装革，下装选用羊毛混纺材料

具备一定的阻燃功能，见图 7。与此同时，飞行服上

增加了胸章与臂章等标饰，用于区分不同军种、机种

及飞行等级，其中臂章包含海、陆、空 3 个军种和歼

击机、强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 5 个机种的

信息，飞行等级分为特级、1 级、2 级、3 级飞行员

及未定飞行等级的空勤人员，同时在飞行员的腰带上

也包含了军种符号等标志，利于识别。 
 

 
 

图 7  穿 02 式春秋飞行皮服的飞行员 
Fig.7 Pilot in Type 02 spring & autumn  

flight leather clothing 

2.5  新型连体飞行服 

2010 年第四代战机入役，我国投入了最新一批

飞行服并沿用至今[6]。样式以连体服为主，连体服没

有腰带的特点减少了腰部出汗后对飞行员身体造成

的影响。在色彩上统一修改为浅草绿色，具有极强的

隐蔽性，以增加紧急遇险后的逃生率。材质采用新型

科技面料，增加了防火、防水、防刺的功能[7]。 

另一个较大的改变表现为飞行服在性别上的区

分，早期飞行服虽有女性飞行员的专用服装，但仅在

男性飞行服的基础上对尺寸号型进行了修改。科研人

员于 2009 年研发了新一代女性飞行制服，分为女性

夏季短袖、长袖飞行服，春秋季女性飞行服，以及冬

季女性飞行服 4 个种类，样式上根据女性生理特点进

行了调整，例如下装拉链改为侧开口、腰部收紧等，

选取浅灰色作为主色调。 

3  影像交互设计 

目前现有飞行服的影像呈现方式主要为书籍，记

录内容多半以文字为主，缺少影像案例。考虑到现有

影像资料多为历史纪录片，在印刷过程中极易出现

模糊不清的情况，故选择更加清晰的经过处理的数

字化影像进行重新排版、调整，并结合交互技术完

成应用。 

3.1  交互设计与数字化影像 

计算机的发展带来了网页设计的需求，网页设计

与工业设计的交融诞生了交互技术，故早期对交互技

术的定位是人与计算机或其他人造物的交流互动技

术。随着交互技术应用领域的拓宽，呈现出的不再只

是人与物单向的交流，而是人与物的相互反馈[8]。此

外，科技的飞速发展也给交互技术带来了许多可能，

交互技术也不仅单纯依赖于计算机技术，相关学者拓

展了对该技术的定义，提出交互技术是一种能够实现

人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流互动的技术。 

人类为了再现视觉感知发明了相机，接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带来了数字化影像，主要通过有限的二维数

字组来展示图像，也是一种利用视知觉进行信息传播

的语言工具。电影、电视、纪录片等的兴盛都源于数

字化影像的普及，目前越来越多的产业都在引入这一

技术。 

数字化影像作为独特的语言工具能够传递出非

常丰富的内涵，配合同样是基于计算机技术诞生的交

互技术便形成了影像交互设计领域。交互设计可以丰

富影像的内在，而影像的美感与内涵能够更好地带动

交互体验。随着技术的更迭，影像交互设计不仅仅局

限于二维空间，影像分层、动效动态、三维立体等层

出不穷的设计方法带给了人们更具趣味多元的交互

体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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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像交互设计特点 

3.2.1  交互性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原有物理影像和

简单数字化影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验需求，

因此设计师开始尝试在数字化影像的基础上融入交

互技术。交互技术所拥有的丰富的感知、随时的反馈、

明确的信息等优势在与数字化影像结合后大大提升

了用户体验。此外，交互作为一种双向传输的技术，

可以对用户反馈信息进行收集归纳，以便更好地完成

后期优化[10]。 

3.2.2  直观性 

相较于传统技术来讲，影像交互技术具备更加直

观的体验。传统影像技术因载体限制使影像中的许多

信息都无法被准确传递，而数字化的影像可以最大程

度地减小这种局限性，譬如用户能够以不同角度、大

小观看数字影像。随后，虚拟 3D 技术的普及让影像

从二维走向三维，由平面走向立体。增强现实技术更

是借助多感官的交互手段，完美融合了数字影像与现

实场景。未来技术的更迭或许还会增强这种直观的效

果，通过影像的后期处理和对细节更加精密的把控让

影像交互技术更加真实化、人性化。 

3.2.3  普适性 

影像交互设计在交互部分的规划具备一定的普

适性，设计师有职责对用户操作时的任意环节进行指

引，并且由于大部分影像交互产品面对的用户群体十

分宽泛，所以设计师还要挖掘大部分用户的基础行为

逻辑，让用户可以更加轻易地理解产品。 

3.2.4  艺术性 

传统影像本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美感，与交互技术

的融合让影像的艺术观赏性更加丰富。但艺术性不仅

局限于美感的输出，更要迎合用户的心理。通常，用

户在交互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设想，这就需要设计师及

时发现并满足用户的心理预期，才能带来更加良好的

用户体验。因此，要完成具有艺术性的影像交互设计

作品，往往还要具备美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

知识。 

3.3  影像交互技术呈现方式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影像交互设计带来了越来越

丰富的呈现方式，能够从人的多处感官切入，譬如视

觉方面的图片、动画、模型，听觉方面的音效、背景

音等，一个优秀的影像交互设计作品往往需要多种呈

现方式的结合，以带给用户更加优质的体验。 

3.3.1  图片 

图片也就是影像的二维静止展示形态，是影像交

互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图片对所需展示设

备要求较低的特点，图片易传输、便于理解、利于传

播[11]，所以大部分影像交互作品都会以图片的表现形

式为主展开设计，也是用户普遍能够接受的一种呈现

方式。 

3.3.2  文字 

文字在影像交互设计中主要用于产品的介绍，以

及基础操作流程的说明，还能够对影像的内容进行补

充。其中的文字大多通俗易懂能够被大众理解，极个

别专有名词也会做详细注解方便用户操作理解。同

时，文字的排版、字号、字体等需具有基础美感，且

与其他呈现方式结合得当。 

3.3.3  声音 

声音作为听觉传输的主要交互方式是非常重要

的，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种呈现方式。交互操作过程少

不了音效的辅助，甚至许多交互产品是因音效受到用

户喜爱的，例如苹果手机的键盘交互音效完美还原了

物理键盘的敲击音，能够带给用户接近真实的打字敲

击体验。同时，背景音也存在于大部分影像交互产品

之中，针对不同的主题配合适宜的音乐能够营造氛

围，使用户更易获得沉浸式体验。此外，语音或是合

理的音效能够辅助用户的交互操作，对不同文化背景

或是视觉受限的用户而言，声音甚至能够实现比图像

文字更加直观的效果。 

3.3.4  动画 

动画是近年来交互设计中的重要探索方向。动画

是二维影像的延伸，能够增强视觉效果并提升整体的

交互效果，相较于静态的图片，动画带给人的感官刺

激更加强烈、更具吸引力。其次，若用图片或文字的

表现形式来表达系列动作或某种行为是非常烦琐的，

而动画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点，能够以一种较为直观

易懂的方式展示表达内容。 

3.3.5  模型 

模型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呈现方式，早期模型

需依托手机、电脑等常见的电子设备，虽然三维的立

体效果较二维图片而言更有吸引力，但因制作成本

大、时间长、硬件设备要求高的特点，所以还是没有

成为主流的表现形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

实等技术手段的推广进步让人们认识到了其优势所

在，立体模型也已成为未来影像交互设计的主要发展

方向。 

3.4  影像交互技术应用类型 

3.4.1  APP、H5 

目前 APP、H5 是影像交互设计的主要应用路径。

这种基于融媒体技术的应用手段是最为简洁方便的，

并且展示的设备非常多样，无论是手机、电视、电脑，

还是新兴的电子手表、智能眼镜等都离不开影像交互

技术。如果说 APP 对于移动端设备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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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H5 对于影像交互设计的应用则是更为多元的，

常见的有网页、小程序、公众号推文等。由于这类软

件数据一般储存于远端的公共服务器中，不会占据过

多的个人设备储存空间，仅需链接就能打开使用，具

有极强的传播能力，所以是影像交互设计应用的极佳

选择。 

3.4.2  虚拟成像 

虚拟成像更加通俗的名称为全息投影，主要被应

用在商业活动之中[12]。传统影像仅具有展示功能，缺

乏互动性，而虚拟成像可以在现有装置上进行拓展并

与用户产生互动，并且许多受困于现有技术无法表达

的构思都可以通过虚拟成像的形式展示出来[13]。 

3.4.3  数字博物馆 

数字博物馆是近几年影像交互技术应用数量增

长最快的地方，数据显示在我国省级以上的博物馆

中，对影像交互技术的使用高达九成[14]。数字博物馆

分为线上线下两种模式，线上大多是现有博物馆数字

转化后的展厅，线下在原有展厅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

的延伸。 

4  中国近代飞行服影像小程序设计 

小程序具有制作成本低、开发速度快的特点，在

满足基础应用的同时能够融入大量的互动特效，及时

对用户操作进行反馈，提升体验感，适合非刚需、体

量较小的应用。对用户而言能够节省内存、节约时间

成本，对开发者而言具备开发易、推广快的特点。因

此选择以小程序的形式完成对飞行服数字化影像的

整理[15]。 

4.1  基础信息架构 

以使用功能为导向，把小程序分为历史发展、详

细介绍和信息交流三大模块，见图 8。其中历史发展

记录模块包含年份进度条和飞行服影像两部分内容，

重点对中国近代飞行服发展变化的历程进行了统一

汇总。详细介绍模块包含了飞行服的款式、面料、功

能和使用背景的详细介绍，以文字、平面及立体影像

结合的方式展开说明。信息交流模块，是指主要使用

者进行航空知识交流的板块，为便于查阅，按照面料、

款式、功能、配件四个部分进行分类。 

 

 
 

图 8  小程序的信息架构 
Fig.8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the applet 

 

在界面布局上参考市面现有的同类型小程序，根

据首页、分类、收藏、我的四个版块布置导航栏[16]。

首页和分类分别对应历史发展、详细介绍及信息交流

模块，收藏和我的两大板块以服务使用者为目的，便

于随时跳转进入目标页面。 

4.2  界面元素设计 

4.2.1  小程序的标志设计 

以飞行员驾驶的战机为特点，提取战斗机的螺旋

桨、机翼、机身等元素进行标志设计，从而应用于小

程序的界面及待机进入窗口，见图 9。首先对战机的

机头部分进行元素提取，将螺旋桨进行简化变形，侧

边加入机翼剪影图案，并融入国旗中五角星的元素。

整体标志造型接近正视战机外形，在色彩选择上以绿

色、蓝色、黄色为主体色彩，呼应小程序的界面配色。 

4.2.2  小程序的相关图案设计 

相关图案包含背景及导航栏按钮设计。整体背景

部分选用小程序标志衍生的相关图案作为底纹背景，

以绿白两种配色为主，见图 10。图案灵感源于小程

序标志机头部分的螺旋桨外形，对其进行几何化处

理，形成三个叶片组合的 T 字图案，阵列旋转角度后

通过色彩区分正负型，构成类似服装面料的布纹图案。 

导航栏按钮的样式是依据按键内容进行简化后

的图标，主要包括首页、分类、收藏、我的、详情、

返回、分享等图标，都是由简单的平面几何图形构成

的，即使没有文字说明用户也可以通过相关经验快速

了解按钮图标内容，见图 11。 

4.2.3  界面视觉风格 

以简约的带有科技元素的风格作为整体基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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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小程序的标志 
Fig.9 Logo of the applet 

 

 
 

图 10  小程序的衍生图案 
Fig.10 Derivative pattern of the applet 

 

 
 

图 11  小程序的相关图标 
Fig.11 Related icons of the applet 

 

据航空与飞行服本身的特征，提取蓝、白、绿三种主

色彩完成小程序整体的界面设计。蓝色（#E6E9EC）

代表天空，象征飞行员遨游空中的景象，同时也有着

工业技术发展的意味。白色（#FDFDFD）代表云朵，

作为整体背景色方便影像搭配排版，不同的配色也能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绿色（#BCC0BA）源于新一代

的飞行服，符合大众对飞行员制服的基础印象。 

4.2.4  字体 

界面字体多选择辨识度高、易读性强、造型工整

的基础字体，根据调研发现，市面上现有交互界面多

使用宋体、等线、黑体等字体。因小程序属于风格较

为严谨、具有科普用途的应用，所以选用思源黑体作

为界面的主要字体。该字体笔画顿挫较少便于阅读，

适配不同大小屏幕时不易影响界面的整体排版，稍有

变化的字形在保持风格一致的基础上还能够丰富层

次关系。 

4.3  界面展示 

4.3.1  界面设计说明 

界面按照功能架构进行安排，主要分为登录页、

首页、详情页、分类页、收藏页、个人信息页几个主

要页面，见图 12。登录页用于用户登录及绑定信息，

包含默认微信用户授权及新用户注册登录。首页的历

史发展部分由顶部搜索栏、中部内容及底部导航栏组

合构成，中部内容主要为以时间发展顺序排列的历代

飞行服影像。 

详情页是主要的信息展示页面，由文字介绍和影

像两部分组成。在文字介绍部分对专有名词进行了重

点标记，可依次点击查看解释，同时会将重点名词设

为名词标签置于顶部方便分类，可通过搜索栏的推荐

标签快速查看对应的飞行服。此外，影像拆解介绍模

块设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对服装各部位进行分块说

明，例如口袋的安排，关节活动处的剪裁等，见图

13。影像分为主视图、相关影像及立体影像三个模块，

主视图放置于详细文字介绍上端，相关影像及模型位

于详情页底端，可分别点击进行查看，相关影像包含

飞行服多角度视图、配套使用器具及相关历史影像，

相关历史影像也会收集整理交流页用户提供的更多

相关影像，丰富数据库内容。立体影像部分可以按照

手势提示进行缩放或局部观察，见图 14。相似款式

飞行服还会显示对比与改良内容，便于查看。 

分类页主要以飞行服饰的不同分类方法进行放

置，主要由面料、版型、功能、关键词等内容构成。

同时交流板块位于分类页顶部，小程序用户能够及时

发表相关问题及科普帖，易于用户间的沟通，也方便

小程序后期调整和信息更新。收藏页可对感兴趣的飞

行服款式及未浏览完毕的页面进行收藏，且用户能够

对收藏内容进行分类整理，易于用户查看。 

个人信息页分为个人资料、浏览记录、设置及帮

助四个模块，顶部的头像和名称可通过长按手势进行

修改，或点击个人资料进行调整。浏览记录包含 7 天

内浏览过的历史记录内容，设置包含小程序的文字大

小、颜色、背景及小程序的用户反馈，点击帮助按钮

能够还原初次使用小程序的手势操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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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小程序界面 
Fig.12 Interface of the applet 

 

       
 
  图 13  影像拆解                      图 14  立体影像多角度视图 

  Fig.13 Image disassembly            Fig.14 Multi-angle view of the stereoscopic image 
 

4.3.2  小程序使用操作 

小程序初始页面为蓝色伸缩感背景，完成用户登

录授权后正式进入界面。依次点击导航栏中首页、分

类、收藏、我的四个按钮可以跳转进入对应的页面。

用户能够通过多种手势进入目标页面，包含较为基础

的向右滑动手势，可以浏览首页的完整图示；可以通

过搜索选框进行精准搜索；可以参考一周内其他用户

搜索讨论的热点款式服装进行模糊搜索，见图 15。 

详细介绍页面能够通过单击对应按钮跳转至相

关页面，双击顶部服装影像可以直接进入部分拆解

页面，页面主要通过单击操作进行查看，还可以双

击放大局部，也可以使用三指双击固定影像取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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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小程序操作流程图 
Fig.15 Flow chart of applet operation 

 
态动画。 

立体影像部分主要通过拖拽、两指收缩的手势进

行查看。整体影像使用单手指长按滑动的方式切换视

角，双击屏幕能够还原初始影像位置。在初次使用时

会显示相关操作提示动画，忘记手势时也可在个人页

面点击帮助，以重新播放操作提示，见图 16。其余

页面的操作手法查看以单击形式呈现，与大部分应用

软件操作手法一致。 

 

 
 

图 16 部分操作手势演示动画 
Fig.16 Part of the operation gesture  

demonstration animation 
 

4.3.3  小程序设计价值 

“云翼”小程序作为中国近代飞行服发展记录的

新载体，不仅能够对飞行服本身的发展进行统一整

合，也是航天领域特殊服装器具面向普通大众传播的

新途径。作为国家前沿科学技术展示窗口之一的飞行

服，在保护飞行员完成任务的同时，理应受到更多的

关注。除去部分航天爱好者及服装爱好者，强化普通

民众对于飞行服装具的基本了解能够使大众产生更

多的荣誉感，同时可以激发孩童对于航天相关领域的

兴趣，为祖国的未来培养更多航天人才。 

小程序对飞行服装器具及相关历史发展的记录

不仅起到传播的作用，更是搭建起了大众与特殊领域

服装专业人员沟通的平台。小程序中的信息交流板块

可以对历史细节进行补充，通过吸引相关领域人士参

与交流完成对飞行服发展过程的丰富，以及对飞行服

演变历史的保护。 

5  结语 

对飞行服完整的汇总梳理，能够使人们更加直观

地感受到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带给飞行服的影响，

这些影响大多源于飞行员自身的需求和所使用的战

机。传统影像资料不能完全保留飞行服的全部特征，

在观看时缺少互动性，即使结合详细的文字说明也难

以完整还原服饰细节。而影像交互技术对飞行服的整

合在增加体验感的同时也扩大了传播，还起到了科普

的作用，同时小程序中的信息交互模块在便于交流的

同时，还可以方便补充缺失的飞行服相关文字及影像

资料。未来在服装领域的影像交互方面亟需融入增强

现实、虚拟现实等技术，以更具互动性的方式对原有

和现有服装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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