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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2021年3月9日发布了新版本标准GB/T14272—2021《羽绒服装》,并将于2022
年4月1日起实施。针对《羽绒服装》新旧标准内容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为羽绒服装生产企业、原料厂商以及检

验检测机构在生产和评估羽绒品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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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绒服装因轻盈柔软、保暖性强、易护理,既可作

为冬季日常穿着的外套,又可作为户外冰雪运动的专

用服装,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但随

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羽绒服装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衡量羽 绒 服 装 质 量 的 主 要 依 据 为 产 品 标 准 GB/T
14272—2011《羽绒服装》[1],送检测试结果作为把控羽

绒服装质量的主要依据。但在检测过程中,检测机构、
企业均发现该标准的某些局限性,如:羽绒服防钻绒性

测试,旧版标准主要针对纺织面料,很难对羽绒服装做

整体评估。因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在2021年3月9日发布了新版本标准

GB/T14272—2021《羽绒服装》[2],以此标准为品质把

控的依据,解决旧版标准存在的部分问题。本文针对

《羽绒服装》新旧标准内容不同点进行了对比分析研

究,以期为羽绒服装生产企业、原料厂商以及检验检测

机构生产和评估羽绒品质提供技术参考。

1 适用范围

新旧标准均适用于以纺织梭织物为主要面料的服

装,但对羽绒填充物的界定范围,新旧标准有差异。新

标准明确“门襟、袋盖、风帽、领子等小部位可采用其他

填充物”,而且对不适宜采用该标准检测的服装类型提

出了明确要求。新标准针对旧标准模糊的地方作了明

确的要求,指引更加清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新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更加全面,一是所有标准均引

用最新版本,二是增加了新增项目的引用标准,主要涉及

服装理化性能系列标准、羽绒羽毛系列标准及婴幼儿服装

产品检测标准,如:GB/T21294《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

法》、GB/T21295-2014《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及

GB/T10288-2016《羽绒羽毛检验方法》、GB/T17685《羽
绒羽毛》,标准引用更加全面、统一。

3 理化性能要求

新标准更改了理化性能要求,主要增加了婴幼儿

及儿童穿着的羽绒服装符合GB31701的规定,增加了

羽绒填充物考核烷基酚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的限量要

求,增加了耐汗渍色牢度、拼接互染色牢度、洗涤后外

观考核要求,更改了耐皂洗沾色、耐湿摩擦色牢度、耐
光色牢度、接缝性能和防钻绒性的考核要求。同时,纤
维含量、钻绒值、缝子纰裂检验方法均更改。新标准比

旧标准更加明确,为企业提供更明确的指导。

3.1 色牢度

新标准中,对成衣服装面料耐皂洗沾色的合格品

指标值由“≥3”修改为“≥3-4”,耐湿摩擦的合格品指

标值由“≥2-3”修改为“≥3”,耐光修改为根据颜色确

定不同等级的标准值要求,一等品、合格品指标值要求

新、旧标准一致,深色一等品指标值“≥4”高于旧标准

“≥3-4”,浅、荧光色一等品指标值“≥3”低于旧标准

“≥3-4”。总体上,新标准要求更严格。对成衣服装

里料,新增耐汗渍色牢度及耐水变色的考核要求。面、
里料色牢度技术要求见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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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面料色牢度技术要求对比

项 目
GB/T14272-2011 GB/T14272-2021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耐皂洗色牢度/级 ≥ 变色 4 3-4 3-4 4 3-4 3-4
沾色 4 3-4 3 4 3-4 3-4

耐水色牢度/级 ≥ 变色 4-5 4 3-4 4-5 4 3-4
沾色 4 3-4 3 4 3-4 3

耐摩擦色牢度/级 ≥ 干摩擦 4 3-4 3-4 4 3-4 3-4
湿摩擦 3-4 3 2-3 3-4 3 3

耐光色牢度/级 ≥ -- 4 3-4 3 4(深色) 4(深色) 3(深色)

-- -- -- -- 4(浅、荧光色) 3(浅、荧光色) 3(浅、荧光色)
耐汗渍色牢度/级 ≥ 变色 -- -- -- 3-4 3 3

沾色 -- -- -- 3-4 3 3
拼接互染色牢度/级 ≥ 沾色 -- -- -- 4-5 4 4

 注:“--”表示标准中无该项目。

表2 里料色牢度技术要求对比

项 目
GB/T14272-2011 GB/T14272-2021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 -- 4 3-4 3-4 4 3-4 3-4
耐皂洗色牢度/级 ≥ 沾色 4 3-4 3-4 4 3-4 3-4
耐水色牢度/级 ≥ 变色 -- -- -- 3 3 3

沾色 4 3-4 3 3 3 3
耐汗渍色牢度/级 ≥ 变色 -- -- -- 3 3 3

沾色 -- -- -- 3 3 3

 注:“--”表示标准中无该项目。

3.2 其他变化

新标准中,针对儿童及婴幼儿羽绒服装均应符合

标准GB/T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

范》的要求,其实质为整合旧标准中儿童上衣拉带安全

规格、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的要求。

4 羽绒品质要求

GB/T14272-2021《羽绒服装》在旧标准基础上,
参考GB/T17685—2016《羽绒羽毛》的考核要求,对
“标称绒子含量”、“绒子含量允许偏差”、“绒丝+羽丝

含量”、“蓬松度”、“耗氧量”、“浊度”、“残脂率”、“陆禽

毛含量”、“鹅毛绒含量”、“异色毛绒”(仅考核明示为白

鸭/鹅绒的产品)、“杂质”、“气味”等12个方面进行考

核。

4.1 标称绒子含量

新标准统一将“含绒量”修改为“绒子含量”,旧标

准绒子含量最低要求由45%提高到50%,含绒量指绒

子和绒丝在羽毛羽绒中的质量百分比[3],绒子含量指

羽绒羽毛中绒子所占质量百分比[4],绒子考核更直接

反映羽绒品质优劣。

4.2 绒子含量允许偏差

新标准绒子含量允许偏差由旧标准的“≥-3%”

修改为“≥-5%”,主要考虑为羽绒运输过程中造成羽

绒损伤,引起绒子含量的降低。

4.3 “绒丝+羽丝”含量

新标准增加对“绒丝+羽丝”含量规定,当绒子含

量在50%~95%范围内,要求“绒丝+羽丝”含量≤
10%;当绒子含量≥95%时,“绒丝+羽丝”含量≤5%。

4.4 蓬松度

新标准蓬松度测试方法由旧标准的“烘箱还原法”
修改为“蒸汽还原法”,同时,增加了绒子含量为55%和

65%时所对应的蓬松度值。

4.5 耗氧量

新标准耗氧量的测试方法由GB/T14272—2011《羽
绒服装》修改为用GB/T10288—2016《羽绒羽毛》,技术指

标引用GB/T17685—2016《羽绒羽毛》。极限值由旧标准

的“≤10.0mg/100g”修改为“5.6mg/100g”。

4.6 浊度

新标准项目名称由旧标准的项目名称“清洁度”更
改为“浊度”,测试方法由旧标准的“GB/T14272—

2011《羽绒服装》”修改为“GB/T10288—2016《羽绒羽

毛》”,浊度考核指标引用GB/T17685—2016《羽绒羽

毛》,考核要求由旧标准的“≥450mm”修改为新标准

的“≥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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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残脂率

新标准对羽绒残脂率的考核指标要求提升,羽绒

残脂率的限量值由旧标准的“≤1.3%”修改为新标准

的“≤1.2%”。修改后的限量值要求与GB/T17685—

2016《羽绒羽毛》规定的指标值保持一致。

4.8 陆禽毛含量

陆禽毛含量限量值由旧标准的三档更改为新标准

的两档。旧标准为当含绒量在50%~55%范围,陆禽

毛含量“≤1.5%”;当含绒量在60%~75%范围,陆禽

毛含量“≤1.0%”;当含绒量在80%~95%范围内,陆
禽毛含量“≤0.8%”。新标准为当标称绒子含量在

50%~55%范围,陆禽毛含量“≤1.5%”;当标称绒子

含量在60%~95%范围,陆禽毛含量“≤1.0%”。新标

准的要求有所放宽。

4.9 鹅毛绒含量

鹅毛绒含量为新标准新增考核要求,旧标准仅规

定鸭毛绒含量“≤15%”,新标准对鹅毛绒含量规定“≥
85%”,这与GB/T17685—2016《羽绒羽毛》的考核要

求保持一致。

4.10 防钻绒性

新标准防钻绒性测试采用成衣转箱法,与旧标准

测试方法的测试原理、测试仪器、试样大小、表征方式

均不同,新标准既可考核面料,也可考核成衣,并通过

试样总钻绒根数除以试样相对面积综合表征面料、缝
迹线、针眼等的钻绒现象。

4.11 其他变化

新标准取消了“长毛片含量”、“水分率”、“微生物”

的考核要求。

5 其他变化

5.1 原材料

新标准辅料中新增垫肩、装饰花边、袋布、绳带、松
紧带、拉链也应符合相关质量要求。

5.2 外观疵点

外观疵点的纱疵在1号~3号部位允许存在程度

的轻微定级取消了下档的设置,直接设置上档,1号部

位“≤1.0cm”,2号部位“≤2.0cm”,3号部位“≤4.0
cm”,3号部位明显纱疵更改为“≤2.0cm”。

5.3 针距密度

新标准针距密度范围有所放宽,明暗线针距密度

由“12针/3cm~16针/3cm”修改为“≥12针/3cm”,
绗线由“9针/3cm~12针/3cm”修改为“≥9针/3
cm”,包缝线由“9针/3cm~12针/3cm”修改为“≥9
针/3cm”,删除了钉扣针距密度的要求。

5.4 规格尺寸允许偏差

新标准按照成人、婴幼儿与儿童对各部位的规格

尺寸允许偏差进行了修改,具体见表3。成人衣长要求

更严格,婴幼儿及儿童要求更宽松;成人、婴幼儿及儿

童胸围要求均变宽松,婴幼儿及儿童领大要求变宽松;
成人总肩宽要求变严格,婴幼儿及儿童下限变严格,上
限更宽松;成人袖长、裤、裙长及腰围要求更严格,婴幼

儿及儿童袖长、裤、裙长及腰围要求更宽松。总体,成
人各部位规格尺寸偏差要求更加严格,婴幼儿及儿童

要求更加宽松。

表3 规格尺寸允许偏差技术要求对比

GB/T14272-2011 GB/T14272-2021

部位名词
规格尺寸允许偏差/cm
成人 儿童

部位名词
规格尺寸允许偏差/cm

成人 婴幼儿及儿童

衣长 上衣、短大衣 ±2.0 ±1.5 衣长 上衣 ±1.5 -1.5~+2.5
中、长大衣 ±2.5 ±2.0 大衣 ±2.0 -1.5~+3.5

胸围 上衣、短大衣 ±2.5 ±2.0 胸围 ±3.0 -2.0~+4.0
中、长大衣 ±2.5 ±2.0

领大 上衣、短大衣 ±1.0 ±1.0 领大 ±1.0 -0.8~+1.5
中、长大衣 ±1.0 ±1.0

总肩宽 上衣、短大衣 ±1.2 ±1.0 总肩宽 ±1.0 -0.8~+2.0
中、长大衣 ±1.2 ±1.0

袖长装袖 上衣、短大衣 ±1.5 ±1.0 袖长 圆袖 ±1.0 -1.0~+2.0
中、长大衣 ±1.5 ±1.0

袖长连肩袖 上衣、短大衣 ±2.0 ±1.5 连肩袖 ±1.5 -1.5~+2.5
中、长大衣 ±2.0 ±1.5

裤、裙长 ±2.5 ±2.0 裤、裙长 ±2.0 -1.5~+3.0
腰围 ±2.0 ±1.5 腰围 ±1.5 -1.0~+2.0

·93·     2021年第8期             测试分析




6 结语

羽绒服装新标准的出台,有力地解决了旧标准在

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能更好、更全面地对羽绒服

装产品进行质量控制,对整个羽绒服装行业及其上、下
游相关产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能更好地引导企业

生产出更符合使用要求的羽绒服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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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大有可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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