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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制式服装存在的质量问题,分析影响制式服装质量控制的要素,提出提升服装质量控制能力的措施,从

而为服装企业摆脱传统粗放型生产方式、开展制式服装精细化生产、提升品质提供一定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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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式服装是指一群相同团体的人所穿著的服装,
用以辨识从事各个职业或不同团体的成员,如军队、医
护人员和警察等职业的人经常穿着的服装[1]。不同于

西服、休闲装等产品,制式服装(或工装)因其特有的产

品属性,要求穿着效果整齐挺拔,体现团体的精神面貌

以及穿着者的职业特点,因此市场对制式服装的产品

款式、制作质量有较高技术要求。
制式服装生产企业的客户主要来自于团体采购或

定制,不同于服装零售市场客户群多的特点,制式服装

客户群有限,生产模式相对稳定,但市场份额相对较

大。因此,制式服装的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
随着人们审美观的变化及着装要求的提高,市场

对制式服装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服装制作质量作为

影响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受到重视。
制式服装生产企业正逐渐摆脱低质低价的竞争模式,
改变传统粗放型生产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及质量控制

提升服装制作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竞争

力。
因此,结合现代服装加工技术及纺织服装面料的

开发应用,分析影响制式服装质量的问题及关键要素,
对帮助企业提高服装制作水平十分必要。

1 制式服装制作常见问题

服装企业生产规模、技术装备水平、技术创新能

力、生产管理水平及面辅料采购渠道各不相同,不同企

业生产的制式服装档次及制作质量也呈现出高、中、低
等不同层次。

1.1 设计质量不高,影响整体外观

一些制式服装生产企业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服装款

式,虽然款式接近,但细节部位如领子、肩袖、前胸等关

键部位的外观不够美观,服装整体的挺括性较差。部

分企业受传统工作服装款式的影响,不重视产品设计

质量,造成服装版型及款式缺乏美感。
1.2 面辅料质量不高,影响着装效果

面辅料价格通常占服装成本的70%,面辅料质量

的好坏直接影响服装质量。一些企业对面辅料质量参

数的选用不够重视,在面料选用上缺乏技术参数做指

导,忽略批量裁剪前的面料检验工作,特别是里料、衬
料等辅料的选用,没有进行与面料的匹配小试,有时过

多考虑价格因素,生产前的面辅料质量控制工作简单

粗放,影响服装的垂感、挺度、光泽、手感等风格,以及

穿着洗涤后的整体效果。
1.3 工艺流程简单,制作不够精细

制式服装的职业性,要求制作工艺流程精细,才能

体现着装效果,制作工艺流程简单,降低了生产成本,
但服装整体质量下降了。常见的服装制作质量问题大

多由于缝制工艺、用衬工艺、熨烫工艺等不够精细引

起,反映在服装外观质量上有服装粘合衬起泡、起皱,
制领工艺粗放形成爬领,绱袖吃势不匀,门襟不平服,
止口豁开、牵条过紧,裤子挺缝歪斜、裤门襟不平,腰里

不平整,插袋不平服、袋布外露,领角翻翘等[2]。
1.4 设备水平不高,影响关键部位制作

中、高档制式服装批量作业,对生产设备的要求不

同于传统的缝纫设备加简单烫台的状况,近年来制式

服装制作技术的创新,就是把西服制作工艺引用到制

式服装制作,这对服装加工设备提出了新的要求。一

些设备简单的企业,在制服领子、口袋、敷衬、绱袖、立
体整烫等工序方面,无法完成更精细化的制作,制作质

量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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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质量检验工作控制不到位

服装生产前检验、中间检验、成品检验环节设置不

合理,如生产前面辅料的检验不重视,特别是面料和衬

料的粘合凭经验为主,影响面辅料的匹配性。中间检

验点不设置或设置太少,特别是关键部位流水作业时,
组合缝制之前的检验工作缺失等[2],造成服装关键部

位制作瑕疵,影响成品质量。
1.6 批量制作质量不能保证

制式服装制作批量较大,因此批量生产及交货时,
客户常投诉成衣与样品之间的质量差异,以及成衣着

装不合体等问题。对于一些体型特别的人,在批量生

产过程中服装质量难以保证。
1.7 工人技术水平影响服装制作细节

服装企业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服装制作

工序多,需要技术工人较多,为保证制作质量,要求工

人技术熟练,以提高制作效率。常见的服装质量问题

与工人技术水平及熟练程度有一定关系,如袋牙宽窄

不一、缝迹跳针和歪斜、后背不方、袖子外撇等问题,涉
及工人技术水平的方面主要是裁剪手法、小件缝制、敷
衬技巧及整烫力度等环节。

2 制式服装质量控制要素

分析制式服装制作中存在的问题,要确保制式服

装制作质量,应做好以下要素的质量控制。
2.1 设计质量

制式服装设计主要包括服装款式设计、版型设计

及工艺设计等三方面内容,其中服装款式是确保服装

品质及服装美观性的基础,在服装质量控制的诸多环

节中十分重要,既体现了服装的职业特点,又决定着服

装工艺设计及服装质量控制的流程。服装版型设计决

定了服装的合体性和着装性。服装工艺设计是对服装

款式的具体技术准备[3]。因此,控制制式服装设计质

量是决定产品品质的基础,也是决定产品市场定位的

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制式服装市场比较成熟的款式是警用服装

及军队服装款式,已形成模式化、规范化的设计,设计

质量较高,主要是借鉴了西服的设计要素,以及其他职

业的制式服装,并结合职业特点,进行改进,但细节部

位的设计质量还需提高。
提升制式服装设计质量的主要技术创新措施是在

造型上借鉴西服的版型,引用现代西服设计技术,在重

点部位如领型、袖型、肩部、胸围、腰围、下摆、裤腰、口
袋等部位进行精细化、合体化的设计,使制式服装有别

于西服,并在改进传统工作服装设计基础上,提升制式

服装整体美观性和挺拔性[4-7]。

2.2 服装面辅料材质

2.2.1 面料

制式服装的着装职业特点,要求选择面辅料时,除
美观外,还要更多地考虑穿着的实用性,因此,对制式

服装面辅料的选择,材质及质量要求不同于其他服装。
通常制式服装春秋装的面料以毛混纺面料为主,

常用的有贡丝锦、哔叽、华达呢等三类及其变化组织。
考虑到制式服装服用性能,面料成分以常规品种80
毛/20涤、70毛/30涤为主,并结合目前面料的新科

技,引进含导电丝、天丝、莱卡等纤维成分的面料,提升

面料的品质和档次。织物组织结构以高支高密为主,
纱线支数应控制在14.3tex×2~10tex×2以内,面料

密度和克重结合组织结构适当调整,薄厚适中最佳[8]。
制式夏季衬衣面料以涤棉混纺布为主,常用织物

组织有平纹、斜纹,纱线支数在7.4tex×2左右[9-10]。
内穿衬衣以平纹面料为主,外穿衬衣以斜纹面料为主,
常见品种的含棉量为35%、65%、80%等。

防寒服面料以涤纶面料为主,选择范围较宽,重点

以仿毛华达呢、涤粘混纺面料或复合面料为主。
确保面料质量,对保证服装成品的外观质量很重

要。

2.2.2 主要辅料

服装的辅料主要包括里料、衬料、垫料、领底呢、口
袋布、缝纫线、拉链、扣子、标识等,其中里料、衬料的选

用更为重要。
制式服装常用里料为涤纶斜纹绸和涤纶平纹绸,

里料与面料质量要匹配。衬料的选用决定服装的曲线

和形体,其品质对服装加工质量影响较大,能增强服装

挺括性和弹性,改善服装悬垂性,增强立体感,在选用

时要研究衬料与面料的匹配,确定粘合工艺参数选择。

2.3 制作工艺流程

在制式服装的制作过程中,引进西服工艺进行技

术改进,改变简单粗放制作方式,是提升服装制作质量

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用衬工艺、缝制工艺及整烫

工艺等三个方面。

2.3.1 用衬工艺

西服的用衬工序较多,而传统工作服的用衬又过

于简单,因此制式服装可部分借鉴西服敷衬工艺,在重

点部位如领面、领里、驳领、袖山、前胸、袖窿等部位增

加用衬工艺。运用领底呢、驳领衬、前身衬、组合胸衬、
袖窿衬及裤腰衬等,以及局部加强衬、牵条衬、粘合衬

等,来提升制式服装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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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缝制工艺

制式服装加工时,服装款式有别于西服,如上衣前

胸两个外贴口袋,下面开线袋盖挖口袋,裤子采用西裤

款式,制式衬衣通常为下摆卡夫,两个带盖式贴袋。因

此,工艺流程建议引进西服领子、袖子、口袋、裤门襟及

小档等部位制作工艺,细化工艺流程,提高制式服装缝

制质量及外观挺括性。
2.3.3 整烫工艺

制式服装生产过程中,引进中间烫及立体整烫工

艺,以提升服装美感,如衣袖贴身、下摆平挺、肩部流

畅、胸部饱满、领窝自然等。在整烫工艺中,应细化中

间烫工序设置,并对主要成衣部位运用自动化立体整

烫工艺,加强技术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确保服装整体

效果。
2.4 技术装备

通过引进先进设备,推进技术进步,以提升服装制

作质量及规模化生产水平。如引进CAD服装设计辅

助系统,进行服装款式设计、版型设计和工艺设计;
CAM自动裁床系统及吊挂系统,用于批量服装裁剪及

缝制流转;增加服装关键部位的中间熨烫、立体整烫设

备,改进整烫工艺;运用专业领角机、开袋机、绱袖机、
敷衬机、粘合机、定型机等关键部位的专业设备,提高

生产效率和服装制作工艺。
2.5 企业员工培训

服装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各工序、各岗位对员工

的技能有一定要求,制式服装又是以模式化生产为主,
因此员工的技术水平及熟练程度,对成衣产品质量保

证也很重要。
生产规模太小的企业,待遇较低,人员外流情况比

较严重,影响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性,也不利于生产质

量的管理和控制。服装企业要健康快速发展,需要招

聘、培养并留住一批高素质的技能型、经营型、管理型、
熟练型的人才,并做好这方面人才的培训工作。
2.6 服装制作标准化作业流程

制式服装批量制作的模式,为标准化作业流程提

供了较好的条件。对制式服装来说,借助信息化、大数

据等高科技手段,构建智能化的制作系统,依托工业化

流水线来实现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作业模式,可在保证

质量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
2.7 质量检验工作

质量检验是制式服装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制式

服装对服装的面料、辅料、制作工艺和成衣质量均有严

格的要求,制作质量标准的要求通常要高于同类服装

的国家标准。

制式服装质量检验环节分产前检验、生产过程检

验、成品检验等,具体包括面辅料进货检验、裁片检验、
粘合性能检验、缝制质量检验、整体成衣检验等[11]。
为加强质量控制,重点加强服装制作过程中中间检验

点的设置,并加强中间环节各工序的质量控制。
2.7.1 生产前检验

生产前检验主要是面辅料材质及匹配性能的检

验,面辅料应严格进行入厂检验及裁剪前检验,以确保

采购到质量符合要求的面辅料。面辅料选用参数应包

括纱号、平方米克重、密度、纤维含量等决定面料织物

组织结构的基本参数,还应检测色牢度全项、缩水率、
撕裂强力等影响服用性能的参数,以及安全性能指标

要满足国家标准要求。毛型面料还应测试悬垂性能、
折痕恢复性、耐磨性能等影响织物风格的指标。

面辅料匹配性能除要求颜色匹配一致外,主要是

开展缩水率匹配性能测试、粘合小样效果测试,其中粘

合小样的测试主要检验面料和衬料的匹配性,并通过

检验确定粘合工艺温度、压力、时间等3项参数的设

置。
2.7.2 生产过程中检验

生产过程中检验点的设置十分重要。制式服装衣

领、前身、衣袖、口袋等重要部位的制作在完成后要开

展中间检验,组合制作工序前后都应设置检验点,针对

关键工序的质量要求规定控制技术条件,确保员工严

格执行工艺规程。
为确保检验环节质量,企业应建立车间巡回检查

制度,在生产现场按一定时间间隔对有关工序开展质

量检验,加强质量控制。
2.7.3 成品检验

成品质量检查时,重点部位为衣领部位的翻折线、
领角、衣领弯曲状态、驳头、肩袖部位、前衣身部位的前

门襟、胸部造型、止口、省缝、挂面、胸袋,检查衣袖部位

的袖缝、袖子的里布、袖头、袖山,检查后背的背缝、后
背装领部位等。

3 结语

制式服装制作质量的提升,是企业树立品牌及提

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

及服装产业的快速发展,引进服装先进制作技术,创新

服装质量管理工作,优化质量控制流程,可以提高服装

质量,增强服装的合体性、挺括性和美观性。因此,关
注制式服装质量控制要素,提高技术要求,采取预防措

施,将为推进制式服装产品品质提升及品牌建设提供

有效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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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桥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博览会(春季)报导

  5月6日上午,为期三天的2016中国柯桥国际纺

织品面辅料博览会(春季)在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本届展会共设展位1380个,参展企业645家,
展览面积达3.4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春季纺博会之

最。展会分为室内特装展区、精品展区、标准展区和室

外纺织机械展区、窗帘窗纱展区,主要展品为面料、家

纺、辅料、纱线、原料、创意设计、纺织机械等。浙江红

绿蓝、浙江凡特思、绍兴鼎记、江苏华联、张家港沙洲、
广州新生、宝鸡昌新等国内知名纺织企业悉数参加本

次纺博会。作为汇聚行业时尚潮流,展示纺织企业最

新产品的有效平台,本届展会期间共有40万款以上时

尚面料精彩亮相。同时,本届纺博会外地企业参展比

例进一步提升,浙江省外企业参展率达50%以上。展

会还受到了境外企业的高度关注,共有来自韩国、日

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几十家境外企业参展。
本届纺博会吸引了众多境内外专业采购商,据纺

博会筹委会统计,展前共有10000多名来自世界近百

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内外客商通过预登记确认到会参观

采购,其中雅戈尔、太平鸟、江南布衣、恒源祥、台湾温

莎蒂、美国霍利斯特等知名企业均报名参观采购,预计

本届纺博会的现场采购商数将超过30000人。
本届纺博会期间,为更好体现柯桥纺博会对行业

的引领促进作用,尤其是当前纺织行业正处在转型升

级、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筹委会推出了一系列专业化

水平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活动,包括2016中国纺

织创新年会•柯桥峰会、纺织电商趋势发展论坛、现货

面料整合营销专题讲座、服装品牌对接沙龙、网上纺博

会等,其中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16中国

纺织创新年会·柯桥峰会”是中国纺织创新年会第二

次在柯桥这一产业集群地举办,通过举办这一系列纺

织产业高端活动,既有效推动了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
也巩固提升了柯桥时尚创意中心的国际新形象。

据纺博会筹委会介绍,本届纺博会的配套服务细

致周到。筹委会在网上开通预登记观众参观证自助打

印服务,为网上预登记的境内外采购商提供免费住宿

的优惠。展会期间,筹委会在客商入驻酒店与展馆、轻

纺城各市场之间设置双向免费直通班车,为客商提供

更便利的交通服务。在展馆内还设立了包括翻译、新

闻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医疗等服务在内的展会服务中

心,为客商提供优质的商贸服务。同时,本届纺博会的

餐饮配套也更加完善,除了继续由高星级酒店提供展

会期间会展中心的客商快餐供应外,还根据客商的不

同需求,引进了星巴克、必胜客、印度餐厅等,现场供应

各类特色餐饮。
近年来,春季纺博会的展会规模、采购商数量、成

交额等均保持稳步提升,预计2016春季纺博会各项数

据将再创新高。
(来源:中华纺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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