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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山市纺织工程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纺织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山市纺织工程学会、广东工业大学现代服装工程技术中心、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中山市曼西尔奴服饰有限公司、广州市金定

制服装有限公司、广东省纺织协会、中山中测纺织产业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纺织工程学会、江门职业

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天恩、孙恩乐、龚惠兰、黄明华、姚联合、范剑波、顾玲、刘英丹、李茵、

周秀清、麦裔强、闵雯、何舒敏、甘春燕、林丽霞、杨慧彤、谢萍、熊克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可登录广东省纺织协会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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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山装是由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创制和倡导的一款中国人的礼服。其主要结构特点为立翻领、前襟

对襟五粒扣，四个有袋盖的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分别代表了“严谨治国”、“五权宪法”、

“以文治国”、“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三民主义”、“祖国民族统一之大义”的寓意。

其在设计思想上兼具有中西服装的元素和特征，成为了中国服装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文化符号。

当今，中山装作为全球华人认同的一款标志性的礼服，具有特殊的地位，常常成为国内外设计师创

作的源泉。并以此为创作理念在设计、材料、色彩等方面不断创新。中山装作为中华民族礼仪文化的载

体，彰显出了“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代精神。

本文件在继承传统中山装制作技艺的基础上，结合了当代科学技术，满足了市场发展的需求。

关于中山装的英语表述，词典中有多种译法，本文件根据其含义和渊源，采用了“Chinese tunic-

suit”，更能表述其原意和国际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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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装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山装的要求、检测方法、检验分类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纺织纤维纯纺、混纺及交织机织物为主要面料生产的中山装。

本文件不适用于年龄在36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1335.1 服装号型 男子

GB/T 1335.3 服装号型 儿童

GB/T 2668 单服、套装规格

GB/T 2910 纺织品 二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

GB/T 3917.2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二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392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GB/T 3922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 4802.1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41.3 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2/1、1/3、1/6、1/12、1/25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 纺织品和服装

GB/T 571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干洗色牢度

GB/T 57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8427-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T 84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630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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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801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与弓纬试验方法

GB/T 16160 服装用人体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

GB/T 16988 特种动物纤维与绵羊毛混合物含量的测定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21294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1907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5454 钮扣通用技术要求

QB/T 2171 金属拉链

QB/T 2172 注塑拉链

QB/T 2173 尼龙拉链

FZ/T 01026 纺织品 四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

FZ/T 01057 （所有部分）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80002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FZ/T 80004 服装成品出厂检验规则

FZ/T 80007.1 使用粘合衬服装剥离强度测试方法

FZ/T 80007.3 使用粘合衬服装耐干洗测试方法

GSB 16-2921-2012 粗疏毛织品起球标准样照

GSB 16-2924-2012 精疏毛织品（光面）起球标准样照

GSB 16-2925-2012 精疏毛织品（绒面）起球标准样照

男西服外观起皱样照

男女毛呢服装外观疵点样照

男女单、棉服装，男女儿童单服装外观疵点样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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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装 Chinese tunic suit

孙中山先生创制并推行的一款中式礼服，以封闭式立翻领、四个贴袋、倒“山”字型笔架盖、前襟

五粒扣、袖口三粒扣为基本特征而演变的服装。又名中山服。

[来源：GB/T 15557-2008，3.2，有修改]

4 要求

4.1 使用说明

按照GB/T 5296.4和GB 18401规定执行。

4.2 号型规格

4.2.1 号型设置按照GB/T 1335.1、GB/T 1335.3规定。

4.2.2 主要部位规格和成衣规格按照GB/T 1335.1、GB/T 1335.3、GB/T 2668和GB/T 16160中的有关规

定自行设计。

4.3 面料、里料及辅料

4.3.1 通用要求

面料、里料、辅料和其它附件应符合GB 18401，GB 31701的有关规定。

4.3.2 面料

按照国家有关纺织品面料的标准选用符合本标准质量要求的面料。

4.3.3 里料

采用与面料性能、色泽相适应的里料，并符合国家有关里料的标准。

4.3.4 辅料

4.3.4.1 衬布

采用与面料性能、色泽相适宜的衬料。

4.3.4.2 垫肩

采用厚度适宜、回弹性好、垫肩外层包布弹力好，与面料相适宜的纺织材料。

4.3.4.3 缝线

采用适合所用面料、里料质量的缝线，钉扣线应与钮扣的色泽相适宜；钉商标线应与商标底色相适

宜；绣花线、珠边等装饰线按设计要求搭配。

4.3.4.4 钮扣、拉链及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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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扣应符合GB/T 35454规定。拉链应符合QB/T 2172, QB/T 2171, QB/T 2173规定。其它附件应光

滑、耐用、无残缺，经洗涤和整烫后不出现变形、变色、生锈、掉漆等现象。

4.4 经纬纱向

4.4.1 前幅（身）经纱以搭门线为基准，不允许歪斜。

4.4.2 后幅（身）经纱以后中线为基准，歪斜不大于 0.2 cm。

4.4.3 袖子 经纱以前袖缝为准，大袖片歪斜不大于 0.8 cm，小袖片歪斜不大于 1.2 cm。

4.4.4 贴袋 经纱以搭门线为基准，左右对称，不允许歪斜。

4.4.5 袋盖 与贴袋纱向一致，斜料左右对称。经纱以搭门线为准，不允许歪斜。

4.4.6 挂面 以门襟止口为准，不允许歪斜。

4.5 对条、对格

4.5.1 面料有明显条、格，条格在0.5 cm以上，对条、对格缝制规定按表1规定。不同面料拼接对条、

格，按设计要求缝制。

表 1 对条、对格缝制规定

部位 对条、对格缝制规定

左右前身 条料对条、格料对横，互差不大 0.1 cm。

口袋与前身
口袋、前身条料对条、格料对格，互差不大于 0.1 cm。

袋盖、前身条料对条、格料对格，互差不大于 0.1 cm。

袖与前身 袖肘线以上条料拼接条，格料拼接格，互差不大于 0.1 cm。

背缝
后背不开缝时，条、格横向要水平，竖条要垂直，不可有歪斜。

后背开缝时，以领下为准，条左右对称，格横向对齐，互差不大于 0.1 cm。

后身与后领面 条料对条，互差不大于 0.2 cm。

袖子
条、格顺直，以袖山顶为准，两袖长互差不大于 0.3 cm。前后两片条格横格对齐，互差不大于 0.1

cm。

摆缝 袖窿下 10.0 cm 处，格料对横，互差不大于 0.1 cm。

领子 条格料左右对称，互差不大于 0.1 cm。

4.5.2 毛绒面料、倒顺毛、阴阳格、有方向性的图案原料，全身顺向一致。

4.6 拼接

面料、里料、口袋布、衬布不允许拼接。特殊设计除外。

4.7 色差

各部位面料色差不低于4-5级，套装中上装与下装色差不低于4级。里料各部位色差不低于4级。不

同颜色面料、里料拼接色差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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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外观疵点

4.8.1 成品各部位面料疵点允许存在程度按表2规定，成品各部位划分如图1所示。

图1 成品各部位划分

图1的标引序号说明：

1 领面、口袋、袋盖、前后衣片上腰节部分、大袖片，

2 前后衣片下腰节部分，

3 小袖片、挂面。

4.8.2 各部位疵点允许存在程度按表2规定。

表 2 各部位疵点允许存在程度

疵点名称
各部位允许存在程度

1 2 3

纱疵
不允许 轻微，不明显，总长度＜0.8 cm

或者总面积≤0.3 cm
2
；明显不允许。

轻微，总长度＜1.2 cm，或者总面积

≤0.5 cm
2，
；明显不允许。

毛粒 1 个 ≤3个 ≤5

条印、折痕
不允许 轻微，总长度＜1.2 cm，或者总面积

≤1.0 cm
2
；明显不允许。

轻微，总长度＜1.2 cm，或者总面积

≤1.2 cm
2
；明显不允许。

油污、水渍、色斑、锈斑 不允许 轻微，总面积≤0.3 cm
2
，明显不允许。 轻微，总面积≤0.5 cm

2
，明显不允许。

破洞、磨损、蛛网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注 1：各部位只允许一处存在以上程度的疵点问题。

注 2：轻微疵点指直观上不明显，经仔细辨认才可看到疵点。明显疵点指直观上较明显，影响总体效果的疵点。

注 3：其他外观疵点，视情况参照表中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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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缝制

4.9.1 各部位针距密度要求按表3规定。

表 3 各部位针距密度要求

项 目 针距密度 备 注

明暗线 ≥13 针/3 cm

包缝线 ≥14 针/3 cm

手工针 ≥10 针/3 cm 肩缝、袖窿、领子≥12 针

绗缝线（人字、Z字）
≥6针/3 cm 胸衬、胸衬的省、协省

≥5针/3 cm 下节衬

三角针线 ≥6针/3 cm 肩头衬、门襟牵条

手拱止口/机拱止口 ≥7针/3 cm

锁眼
细线 ≥13 针/1 cm 20 tex 及以下缝纫线

粗线 ≥9针/1 cm 20 tex 以上缝纫线

钉扣
细线 每孔不少于 8根线 20 tex 及以下缝纫线

粗线 每孔不少于 6根线 20 tex 以上缝纫线。缠脚线与止口的厚度相适应。

装饰线（珠边线） 粗线 ≥7针/3 cm 线的粗细按设计要求选择。

4.9.2 缝制工艺线路顺直、整齐、牢固。主要表面缝制部位缩皱按《男西装外观起皱样照》规定，不

低于 4-5 级。

4.9.3 一般部位缝份宽度不小于 1.0 cm，门襟止口缝份、开袋位缝份不小于 0.5 cm，领底缝份宽 0.3

cm。底边、袖口折边量为 4.0 cm，底边、袖口边里料耳皮量为 1.5 cm～2.0 cm，袖窿和摆份里料耳皮

量为 2.0 cm。起落针处应有回针。

4.9.4 上下线松紧适宜，无跳线、断线、脱线、连根线头，底线不得外露。

4.9.5 领子平服，领面松紧适宜。

4.9.6 绱袖圆顺、前后基本一致。袖窿、底边、袖口、挂面里口、摆缝等部位叠针牢固。

4.9.7 锁眼定位准确，大小适宜，扣与眼对位，整齐牢固。钮脚高低适宜，线结不外露。

4.9.8 商标、标签、标识位置端正，内容清晰准确。

4.9.9 各部位明线和链式线迹不允许跳针，明线不允许接线，其他缝纫线迹 50.0 cm 内不得有两处单

跳或者连续跳针，不得脱线。

4.9.10 滚条、牵条要平服，宽窄一致。

4.9.11 胸衬采用绗缝工艺以正 45°“Z”字或者“人”形缝制。行距为 2.0 cm～3.0 cm。胸省采用绗

缝工艺以“Z”字形缉缝。

4.9.12 下节衬采用绗缝工艺以正 45°“Z”字或者“人”形缝制，行距 3.0 cm～4.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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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衬

4.10.1 粘合衬

根据面料性能和工艺要求选用粘合衬的种类，各部位不允许有脱胶、渗胶以及起皱，面料表面不允

许有沾胶。

4.10.2 前身衬

横纱配伍，与面料贴合牢固平服，松紧适宜，凹凸自然，下角内收。

4.10.3 胸衬

胸衬与前身胸肩缝、领窝、袖窿部位结构吻合，上下层平顺，服贴，整齐，衬与面料结合牢固，有

弹性，凹凸势相适宜。马尾衬的毛发纤维不外露。省尖圆顺，左右省道对称一致。

4.10.4 肩头衬

沿肩缝贴合平服，采用三角针法与胸衬缝制固定。斜纱配伍，下边缘为弧形。

4.10.5 下节衬

与面料贴合平服。

4.10.6 袖窿衬

选用与面料性能相适宜的衬，使袖山外观饱满、圆顺。外口平齐肩缝，与衣袖相贴，缉缝线与袖窿

缉线重叠，不可偏离。

4.11 口袋、袋盖

上袋、下袋、袋盖平服，口袋圆角大小一致，左右对称。上袋盖内侧明线对准第二个扣眼水平线，

下袋盖的内侧明线对准第五个扣眼水平线。水平位置在前身的左右居中的位置。上袋、下袋的外侧比内

侧高（上斜）0.8 cm～1.2 cm。右搭门襟比里襟宽0.8 cm～1.0 cm。

袋布垫料全部包缝。袋口边滚边宽不大于0.4 cm，袋口两端打套结或回针。

4.12 规格偏差

成品各主要部位规格允许偏差按表4规定。

表 4 成品各主要部位规格允许偏差

部位名称 允许偏差

衣长 ±0.8 cm

胸围 ±1.0 cm

腰围 ±0.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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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成品各主要部位规格允许偏差（续）

部位名称 允许偏差

臀围 ±1.0 cm

袖长 ±0.5 cm

领围 ±0.3 cm

领宽 ±0.1 cm

总肩宽 ±0.3 cm

上、下口袋宽、高 ±0.1 cm

上、下袋盖宽、高 ±0.1 cm

4.13 外观质量

成品外观质量要求按表5规定。

表 5 外观质量要求

4.14 整烫外观

各部位熨烫平服，整洁、无烫黄、水渍、亮光。覆粘合衬部位不允许有脱胶、渗胶、及起皱，表面

不允许有沾胶。

4.15 理化性能

成品的理化性能按表 6 规定。

部位 质量要求

翻领领子
领面平服，领窝圆顺，成窝势，八字形，领底平服在一个平面上。领尖不翘，领尖左右对

称，圆弧相同，关闭后成八字形。

立领领子 领面平服，领窝圆顺，成窝势，领底平服在一个平面上，左右对称。

止口 顺直、平挺，门襟不短于里襟。

前身 胸部挺括、左右对称，面、里、衬服帖，省道顺直。

口袋、袋盖
口袋、袋盖左右大小一致、对称、高低一致，袋盖宽与袋口宽相适应，袋盖与前身的花纹、

条格一致，条格对齐，偏差不大于 0.1 cm。上袋圆角大小一致。

后身 不开缝，平服。

肩 肩部平服，表面没有褶，肩缝顺直，左右对称。

袖 绱袖圆顺，吃势均匀，两袖前后、长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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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成品的理化性能

尺寸变化率（%） 水洗 衣长-1.2～+1.2，胸围-0.8～+0.8

面料色牢度/级

≥

耐干洗
变色 4-5 4 3-4

沾色 4-5 4 3-4

耐水
变色 4 4 3-4

沾色 4 3-4 3

耐皂洗
变色 4 3-4 3-4

沾色 4 3-4 3

耐摩擦
干摩擦 4 3-4 3

湿摩擦 3-4 3 2-3

耐光
浅色 4 3 3

深色 4 4 3

耐汗渍

（酸、碱）

变色 4 3-4 3

沾色 4 3-4 3

里料色牢度/级

≥

耐干洗 沾色 4 4 3-4

耐皂洗 沾色 4 3-4 3

里料色牢度/级

≥

耐水
变色 4 3-4 3

沾色 4 3-4 3

耐汗渍

（酸、碱）

变色 3-4 3-4 3

沾色 3-4 3-4 3

耐干摩擦 4 3-4 3

装饰件和绣花线色牢度/级

≥

耐干洗 沾色 4

耐皂洗 沾色 4

面料起毛起球/级

≥

精梳（绒面） 3-4 3 3

精梳（光面） 4 3-4 3-4

粗梳 3-4 3 3

项目

分等要求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纤维含量 符合 GB/T 29862 规定

甲醛含量
符合 GB 18401 规定，

3岁以上至14岁儿童穿着服装的安全性能应同时符合GB

31701 规定

pH 值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mg/kg）

异味

尺寸变化率（%） 干洗 衣长-0.8～+0.8，胸围-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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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成品的理化性能（续）

面料撕破强力/N

≥
10

覆粘合衬部位剥离强度/N

≥
6

接缝性能

≤

面料缝子纰裂程度 0.6 cm

里料缝子纰裂程度 0.6 cm

干洗后起皱级差/级

≥

4-5 4 3-4

注 1：耐湿摩擦色牢度、耐皂洗色牢度、水洗尺寸变化率和水洗后外观只适合考核使用说明中可水洗产品。

注 2：非织造布粘合衬不考核覆粘合衬部位的剥离强度。

注 3：纰裂试验结果出现织物滑脱、织物撕破或缝线断裂现象判定接缝性能不符合要求。

注 4：耐干洗色牢度、干洗尺寸变化率和干洗后起皱级差仅考核使用说明中标注可干洗产品。

5 检测方法

5.1 检测工具

5.1.1 直尺或钢卷尺，分度值为 1 mm。

5.1.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GB/T 250）。

5.1.3 男西装外观起皱样照。

5.1.4 男女毛呢服装外观疵点样照。

5.1.5 男女单、棉服装，男女儿童单服装外观疵点样照。

5.1.6 粗梳毛织品起球标准样照（GSB 16-2921-2012）、精梳毛织品（光面）起球标准样照（GSB

16-2924-2012）、精梳毛织品（绒面）起球标准样照（GSB 16-2925-2012）。

5.1.7 人体模型或胸架。

5.2 成品规格测定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尺寸测量方法按GB/T 31907的规定，规格尺寸允许偏差按表4规定。

5.3 外观检验

5.3.1 外观检验一般采用灯光照明，照度不低于 600 lx，有条件时也可采用北空昼光照明。

项目

分等要求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G 
D 
T 
E 
X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GDTEX 20—2021

12

5.3.2 测试色差程度时，被测部位必须纱向一致，采用北空昼光照射，或用600 lx及以上等效光源。

入射光与被测物成45度角，观察方向与被测物大致垂直，距离60.0 cm目测，与GB/T 250样卡对比。

5.3.3 外观疵点允许存在程度测试时，距离60.0 cm目测，并与男女毛呢服装外观疵点样照、男女单、

棉服装，男女儿童单服装外观疵点样照对比，必要时采用钢卷尺或直尺测量。

5.3.4 缝制按4.9规定，成品宜穿在人体模型或胸架上进行检验。针距密度在成品缝纫线迹上任取3.0

cm测量（厚薄部位除外）。

5.3.5 外观质量采用目测法按4.13判定，必要时采用钢卷尺或直尺测量。

5.3.6 纱线纬斜程度测试按GB/T 14801规定。

5.3.7 对条对格采用目测方法，必要时用直尺测量，按4.5规定。

5.3.8 整烫外观采用目测观察方法按4.14判定。

5.4 理化性能测定

5.4.1 成品纤维含量的测定按 GB/T 16988，GB/T 2910，FZ/T 01026，FZ/T 01048，FZ/T 01057 规定。

5.4.2 成品安全性能测试按 GB 18401 规定，其中儿童服装安全性能测试按 GB 31701 规定。

5.4.3 成品水洗尺寸变化率测试按 GB/T 8630 规定执行，采用 GB/T 8629-2017 中规定的 A 型标准洗衣

机的 4N 洗涤程序，明示“只可手洗”的成品采用 A 型标准洗衣机的 4H 洗涤程序。洗涤剂选择标准洗涤

剂 3。干燥程序采用程序 A—悬挂晾干。在批量成品中随机抽取试样 3 件数量测定，结果取 3 件的算数

平均值。若同时存在收缩或伸长两种试验结果时，以收缩（或伸长）两件试样的算数平均值作为试验结

果。

5.4.4 成品干洗尺寸变化率的测定按 FZ/T 80007.3 规定，采用缓和干洗法。

5.4.5 成品覆粘合衬部位剥离强度的测试按 FZ/T 80007.1 规定。

5.4.6 成品耐干洗色牢度测试按 GB/T 5711 规定。

5.4.7 成品耐皂洗色牢度测试按 GB/T 3921，采用试验条件 A（1），单纤维贴衬。

5.4.8 成品耐水色牢度的测试按 GB/T 5713 规定，采用单纤维贴衬。

5.4.9 成品耐摩擦色牢度的测试按 GB/T 3920 规定。

5.4.10 成品耐光色牢度测试按 GB/T 8427-2019 中的方法 3 规定执行。

5.4.11 成品耐汗渍色牢度测试按 GB/T 3922 规定。

5.4.12 按 5.4.6 洗涤干燥后，外观起皱级差参照男西装外观起皱样照评定。

5.4.13 成品起毛起球的性能测定按 GB/T 4802.1 规定，与粗梳毛织品起球标准样照（G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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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21-2012）、精梳毛织品（光面）起球标准样照（GSB 16-2924-2012）、精梳毛织品（绒面）起球标

准样照（GSB 16-2925-2012）对比。绒面精梳毛织品起球次数为 400 次。

5.4.14 成品的缝子纰裂程度取样部位按表 7 规定，缝子纰裂程度测试方法按 GB/T 21294 规定。

表 7 成品的缝子纰裂程度取样部位

取样部位名称 取样部位规定

后背缝 后领中向下 25.0 cm

袖窿缝 后袖窿弯处

摆缝 袖窿处向下 10.0 cm

注：袖窿缝不考虑里料。

5.4.15 成品的撕破强力的测试按 GB/T 3917.2 规定。

6 检验分类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成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时机根据生产厂实际情况或合同协议规定，一般

在转产、停产后复产、原材料或者工艺有重大改变时进行。

6.1.2 出厂检验项目按第 4 章规定，成品出厂检验规则按 FZ/T80004 规定。

6.1.3 型式检验项目按第 4 章规定。

6.2 质量等级划分规则

成品质量等级划分以缺陷是否存在及其轻重程度为依据。单件产品和批量产品均以缺陷数量及其轻

重程度划分等级。

6.2.1 缺陷

单件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即构成缺陷。按照产品不符合本文件和对产品的性能、外观

的影响程度，缺陷分三类：

A）严重缺陷

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程度，严重影响产品外观的缺陷，称为严重缺陷。

B）重缺陷

不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程度，不严重影响产品外观的缺陷，但较严重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缺陷，称

为重缺陷。

C）轻缺陷

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但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称为轻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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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质量缺陷的判定依据按表 8 的规定。

表8 质量缺陷的判定依据

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使用说明 1

商标、耐久性标签不端正，明显歪斜；

钉商标线与商标底色的色泽不适应；

使用说明内容不规范。

使用说明内容不正确。 使用说明内容缺

项。

辅料 2
缝纫线色泽、色调与面料不相适应，

钉扣线与扣色泽、色调不适应。

里料、缝纫线的性能与面料不相

适应。
—

锁眼 3
锁眼间距互差大于 0.2 cm；歪斜大于

0.2 cm，纱线锭出。

跳线；开线；毛漏；漏开眼。
—

钉扣及附

件
4

扣与眼位互差大于 0.2 cm（包括附件

等）；钉扣不牢。

扣与眼位互差大于 0.4 cm（包括

附件等）。

钮扣、附件等脱落；

金属扣锈蚀。

经纬纱向 5 纬斜超过本文件规定的 50%及以内。 纬斜超过本文件规定的 50%以上。 —

对条、对

格
6

对条、对格超过本文件规定 50%及以

内。

对条、对格超过本文件规定 50%

以上。

面料倒顺毛，全身

顺向不一致。

拼接 7 — 拼接不符合 4.6 规定 —

色差 8
表面部位色差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半

级以内；衬布影响色差低于 4 级。

表面部位色差超过本文件规定半

级以上；衬布影响色差低于 3-4

级。

—

外观疵点 9 2、3号部位超过本文件规定。 1号部位超过本文件规定。
破损等严重影响使

用和美观。

针距 10 低于本文件规定 2 针以内（含 2 针）。 低于本文件规定 2针以上。 —

规格允许

偏差
11 规格超过本文件规定 50%及以内。 规格超过本文件规定 50%以上。

规格超过本文件规

定 100%及以上。

外观及缝

制质量

12 — —
衣领、前幅、肩部

脱胶、渗胶、起皱。

13
领子、领面、衬、里松紧不适宜，表

面不平服。

领子、领面、里、衬松紧明显不

适宜，不平挺。
—

14 领口不顺直；领子止口反吐。 — —

15
领尖左右不一致，领尖圆角左右互差

大于 0.2 cm，领豁口左右明显不一致。
— —

16
领窝不平服、起皱；绱领（领肩缝对

比）歪斜大于 0.5 cm。
领窝严重不平服、起皱明显。 —

17
领翘不适宜，领外缘松紧不适宜，底

领外露。

领翘严重不适宜，底领外露0.2 cm

以上。

—

18 肩缝不顺直；不平服。 肩缝严重不顺直；不平服。 —

19 两肩宽窄不一致，互差大于 0.3 cm。
两肩宽窄不一致，互差大于 0.5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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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续）

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20
胸部不挺括，左右不一致；腰部不平

服；省位左右不一致。

胸部严重不挺括，左右不一致，

腰部严重不平服。
—

21
口袋左右高低互差大于0.2 cm,前后互

差大于 0.4 cm。

口袋左右高低互差大于 0.3 cm，

前后互差大于 0.8 cm。
—

22

袋盖长短、宽窄互差大于 0.2 cm；口

袋不平服，不顺直；嵌线不顺直，宽

窄不一致；袋角不整体，上袋圆角大

小互差大于 0.2 cm。

袋盖小于袋口（贴袋）0.3 cm（一

侧）或小于嵌线；袋布垫料毛边

无包缝。

—

23 门里襟不顺直，不平服；止口反吐。 止口明显反吐。
—

24

门襟长于里襟，中山装大于 0.3 cm，

大衣大于 0.5 cm；里襟长于门襟；门

里襟明显搅豁。

— —

25

眼位距离偏差大于 0.4 cm；眼与扣位

偏差大于 0.4 cm；扣眼歪斜；眼大小

互差大于 0.2 cm。

— —

外观及缝

制质量

26
底边明显宽窄不一致；里料底边明显宽

窄不一致。

里料短，面明显不平服；里料长，

明显外露。
—

27

绱袖不圆顺，吃势不适宜；两袖前后不

一致大于 1.2 cm；袖子起吊，不顺。

绱袖明显不圆顺；两袖前后不一

致大于 1.8 cm；袖子明显起吊，

不顺。

—

28
两袖长比互差大于 0.5 cm；两袖口对

比互差大于 0.3 cm。

两袖长比互差大于 0.8 cm；两袖

口对比互差大于 0.5 cm。
—

29

后背不平，起吊。立领中山装开叉不平

服、不顺直；开叉止口明显搅豁；开叉

长短互差大于 0.2 cm。

后背严重不平，起吊。 —

30

衣片缝合明显松紧不平；不顺直；连续

跳针（30.0 cm 内有 2个单跳针按连续

跳针计算）。

表面部位有毛、脱、漏；缝份小

于 0.6 cm；链式缝迹跳针 1 处。

表面部位有毛、脱、

漏；严重影响使用

和美观。

31
有叠线部位漏叠 2处（含 2处）以下，

衣里有毛、脱、漏。
有叠线部位漏叠超过 2处。 —

32
明线宽窄、弯曲。

珠边线弯曲、跳线、漏针。
明线接线；珠边线接线。 —

33
滚条不平服、宽窄不一直；腰节以下活

里没包缝。
— —

34

轻度污渍，熨烫不平服；有明显水花、

亮光；表面有大于 1.3 cm 的连根线头

3根及以上。

有明显污渍，污渍面积大于1.8 cm

²；水花大于 3.5 cm²。

有严重污渍，污渍

面积大于 3.0 cm²；

烫黄等严重影响使

用和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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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续）

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注 1：以上缺陷按序号，检验时累计计算。

注 2：丢工为重缺陷，缺件为严重缺陷。

注 3：理化性能一项不合格即为该抽检批不合格。

注 4：本规则中未涉及到的缺陷，可根据相似缺陷酌情判断。

6.2.3 抽样规定

外观质量检验抽样数量按产品批量：

500 件及以下，抽验 10 件；

500 件以上至 1000 件（含 1000 件），抽验 20 件；

1000 件以上抽验 30 件。

理化性能抽样 4 件。

6.2.4 判定规则

6.2.4.1 单件产品外观质量等级判定见表 9。

表9 单件产品外观质量等级判定

项目 严重缺陷数目 重缺陷数目 轻缺陷数目

优等品 0 0 ≤2

一等品
0 0 ≤4

0 ≤1 ≤2

合格品
0 0 ≤6

0 ≤1 ≤3

注：不合格品，即有 1 项严重缺陷，或者 2 项重缺陷，或者 6 项以上轻缺陷均为不合格产品。说明不能出厂，

要返工处理或者作废品，销毁。

6.2.4.2 批量产品外观质量等级判定

优等品批：不含不合格品，理化性能测试全部达到优等品，外观样本中优等品数≥93%，一等品和

合格品数≤7%。

一等品批：不含不合格品，理化性能测试全部达到一等品，外观样本中一等品数≥90%，合格品数

≤10%。

合格品批：理化性能测试全部达到合格品，外观样本中一等品数≥90%，不合格品数≤10%。（不含

严重缺陷的不合格品）。

当外观缝制质量判定与理化性能判定不一致时，执行低等级判定。

6.2.4.3 抽验中各外观批量判定数符合标准规定，为判定合格的等级品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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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4 抽验中各外观批量判定数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应进行第二次抽验，抽验数量增加一倍，如仍

不符合标准规定，应全部返修或者降等。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照 FT/T 8000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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