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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快反”时代背景,以某服装企业为例针对传统、粗放的制作方式进行科学改良、合理设计,并运用于服装

流水线中,通过实践证明改良的工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对企业统一工艺标准、制定标准合理的工价、改善瓶颈工序、减少

返工、增强员工工作士气和提升产品质量有一定帮助,对促进服装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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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服装企业

增强核心竞争力及企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然而我国

纺织服装制造企业加工技术整体水平不高、管理方法

粗放等现实问题突出,加上近年来国内通胀形势下人

工费、材料费等成本不断上涨,企业的外在风险、内在

压力颇大[1-2]。本文就中小型服装企业缝制流水线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新建IE部门、注重

生产前筹备和改良瓶颈工序来优化流水线,为服装企

业流水线编制设计、规范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等提供

一些参考借鉴。

1 中小型服装企业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现状

以江西某服装厂为例,该企业建厂近20年,是一

家以服装加工制作为主的私营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主

要加工针织产品,近年来开发梭织产品流水线,主要以

裤装为主,并拥有专业裤装吊挂系统。从建立裤装流

水线以来,由于针织产品转变到梭织产品,加工技术水

平、机械设备、工艺流程较针织复杂,特别是工序的编

排,对员工工艺技术水平信赖尤为突出,影响了梭织产

品业务发展。

1.2 存在问题

1.2.1 产品工艺标准难以统一

标准工时作为衡量企业生产能力的关键数据已是

不可或缺的。受缝制工人技术水平的影响,工人技术

水平的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了产品质量,造成制定标

准工时的偏差大,工人工作效率评比出现误差,影响员

工工作士气[3]。

1.2.2 流水线上在制品堆积

编制流水线时,针对瓶颈工序的编排方式不够合

理,造成瓶颈工序在制品堆积,堆积过多的在制品不仅

影响产量还会造成产品质量的隐患,特别是当半成品

在生产流水线上时再去调整,控制管理非常困难。

1.2.3 无法快速有效地解决突发事件

经常因为原材料到库,质量、机械设备维护,员工

临时请假等问题的发生,车间管理人员无法快速做出

有效的应对办法,从而影响了生产效率也增加了企业

的生产成本。

2 改善措施

2.1 组建IE部门

服装生产属于柔性生产,虽然服装的款式种类多

变,但是工艺要求很多都是不变的。成立IE部门,负
责制定产品的工艺标准[4]。在生产一款服装的前期,

IE人员首先要分析出生产过程中标准的缝制动作,得
出标准工时,再根据自身生产现状制定相应的工艺手

册,工厂对员工进行集中系统培训,形成统一的工艺标

准。分析标准工时不仅规范了生产时间,对生产排位

也有很大的帮助,可以降低瓶颈工序对生产效率的影

响,减少或者避免在制品堆积等情况的发生。由于生

产车间的员工流动性较大且员工的技能水平存在着高

低差异,分析出的动素以及标准工时为评定工序的难

度等级带来了依据,然后根据员工技能水平的高低分

配不同难度等级的工序,从而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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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的目的。

IE部门依据分析出各道工序的工艺难度和完成

工序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来制定合理的工价,保证各种

技能等级的缝制工人都能得到相应的报酬,杜绝收入

不公平和不稳定现象的发生,促进企业秉承以人为本

的经营理念。企业做到以人为本,员工的流动性就会

随之降低,减少了新员工不适应需要磨合期、对工厂工

艺标准不熟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降低了工厂的管理

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

率,保证了产品质量。

2.2 生产前筹备

生产计划部门做好大货生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着重检查原材料是否齐全,数量与质量是否达标,杜绝

停工待料的情况发生。设备维护责任到人,盘点生产

设备的运行状况,保证大货生产过程中机器运行良好;
同时在设备充足的情况下,预排故障机,保证当设备出

现故障的时候,能及时替补;同时计划人员应与设备售

后维修人员保持积极沟通,以便于机器出现突发故障

时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人员筹备问题,对于订

单交货紧张的情况,应该预留转款时间,以备员工临时

变动之需。
在大货生产前各部门负责人开展生产前的准备会

议,以不影响生产进度、不增加生产成本为宗旨,讨论

生产各个阶段应注意的问题,在避免问题发生的同时

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做出预备解决方案。

2.3 开发辅助工具(模板、拉筒)
在日常的车间生产活动过程中,有许多工序可以

借助模板、拉筒等工具辅助完成,既能降低工艺难度又

可以节约生产时间。比如缝制一条12cm的椭圆形省

道,传统缝制法需要5s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而使用自

主研发的省道模板可以将缝制时间降低到3s左右;传
统缝制法要求缝制工跟随省道轨迹移动衣片方向,而
依靠省道模板只需缝制工简单向前递进衣片,如图1
所示。

上裤子包边条如果用传统方法缝制会出现工艺难

度大、耗费时间长、质量效果不佳等问题,使用拉筒可

以快速缝制且操作难度低,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

且工艺质量得以保证。传统缝制方法需要先熨烫好包

边条,缝制工将包边条对准裤子部位,控制好机针速度

压0.1cm明线,弧度部位不能出现褶皱需光滑平整,
一般完成一条15cm有弧度的包边(加熨烫)需要20

s;而使用拉筒(图2),只需缝制工简单控制衣片保证弧

度部位平整,设定好的线迹宽度和固定效果给缝制工

降低了不少工艺难度,完成一条15cm有弧度的包边

(不需要熨烫)只需6s。两者相较这道工序的效率就

提高了2倍多。

图1 省道模板

图2 上裤子包边条(拉筒)

除此之外如缝制裤子贴袋等工序,借用模板工具

后与传统缝制方法相比同样降低了工艺难度、节省了

时间,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相应的生产成本也会

随之降低。辅助工具的运用对缝制人员的技能等级要

求不高,从而降低了生产排位中人员调度的难度。

3 优化后效果

江西某服装企业按照改善的理论方法重新编排了

一条休闲牛仔裤流水线并试运行了1个月,生产状况

(以上贴袋工序为例)对比见表1。
表1 传统流水线与改良流水线生产状况对比

流水线种类
效 率
/%

返工率
/%

员工平均
工资/元

传统流水线(上贴袋) 85 7.8 4863.7
改良流水线(上贴袋) 96 2.6 5696.3

  改良流水线增加了贴袋模板、拉筒等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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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流水线相较减少了2个缝制工。传统方法上贴

袋需要缝制工将贴袋对准点位,控制机针速度辑一条

0.1cm的明线,完成13+5+5+13规格的线迹需要

14s;而使用贴袋模板机只需将裤片放置在设定好距离

规格的模板机下,根据线迹移动裤片,8s便可完成该

道工序。
从1个月记录的相关数据来看,改善后的流水线

平均生产效率比未改善的流水线高出11%,产品平均

返工率对比降低了5.2%,新流水线员工平均工资高于

旧流水线员工。运用改善的方法使工厂的运行更加精

炼有序,减少了许多影响生产进度、增加企业成本的状

况。由此看来,优化改善后的流水线成效明显,对工厂

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 结语

  “快反”时代的到来,企业的生产宗旨是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建立“快反”生产力。优化后的流水线提高

了产品质量、缩短了产品的出货时间,促使产品快速上

线,加速产品流转,同时快速反应产品信息,这不仅体

现了企业对资源的统筹能力同时也颠覆了传统企业经

营生产的管理模式。只有不断提高服装流水线设计与

编制水平和学习改良加工技术才能不断地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为实现“快反”做好准备,并逐步完成企业的

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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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andApplicationofAssemblyLine
inSmallandMediumClothingEnterprises

ZHANGYang-yang,CHENJuan,LIUFan
(Jiangxi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Basedonthebackgroundof“fast-reverse”era,takingagarmententerpriseasanexample,thetraditionalandextensive

productionmethodswereimprovedanddesigned,andappliedtogarmentassemblylines.Practiceprovedthattheimprovedprocess

waseffectivelyimproved,whichhelpedtheenterprisetounifyprocessstandards,formulatestandardandreasonablelaborprice,im-

provebottleneckprocesses,reducerework,enhancestaffmoraleandimproveproductquality,andprovidedpowerfulhelpforpromo-

tinggarmententerprisestoenhancecorecompetitiveness,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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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ClothingVirtualTechnology
QINXiao-nan,ZHANGHui*

(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Theresearchsituationofvirtualclothingwassummarizedfromfiveaspectsofthree-dimensionalanthropometry,human

bodymodeling,collisiondetection,fabricdrapesimulationandglosssimulation.Theautomaticsewingtechnology,drapabilityand

lustersimulationofvirtualapparelcouldbeusedastheresearchdirectionofvirtualappa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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