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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正确掌握和使用新版国家标准,通过技术比较的方式,对比了FZ/T81007—2012与FZ/T81007—2022
新旧国家标准之间在检验项目、生产技术条件和检验方法等方面的主要区别,同时也对新国家标准中不完善的地方给出

了意见,希望能为生产企业和制造方对控制单、夹服装的产品质量提供技术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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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消费者

对服饰的需求也愈来愈高,为方便管理和保障消费者

利益,国家标准会随着市场经济变动和专业人士的意

见进行修定,作为服饰领域中的生产大类:单、夹服装

类,也在2022年更新了其产品标准。国家于2022年

出台的FZ/T81007—2022《单、夹服装》(如下简称新

标准)[1],取代了FZ/T81007—2012《单、夹服装》(如
下简称旧标准)[2],并正式开始实施。新版标准是在老

标准基础上对原有的考评指标体系加以调整与优化,

并新增了许多项目的考评标准[3]。为更好地掌握实施

此标准,通过比较的方式,对新、老标准规定的具体内

容进行了对比与解析,以便为企业和制造方对控制单、

夹服装的质量提供技术依据和技术参考。

1 对使用说明及儿童产品安全性能的要求

新版标准将老标准中的成品使用说明介绍作出了

调整和增加[4],如在“按消费品使用说明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以及国家纺织产品基本技术安全规范执行”

修改为“按消费品使用说明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以
及3岁以上至14岁儿童产品还应同时符合婴幼儿及

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新版标准中

可发现,新版标准进一步扩大了使用说明的范围,明确

儿童产品安全性能应满足GB31701的规定。由于单、

夹服装成品的应用不仅单纯适用于成人服装,对儿童

服装亦是有广泛应用,因此新版标准的补充进一步保

护消费者的安全利益,因此企业和生产制造方应该注

意在制造3周岁以上及14周岁儿童服装制品时,应该

同时满足婴幼儿和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5-6]。

2 产品原材料及外观性能质量要求

2.1 产品原材料

新标准整合了面料、里料辅料、编线、钮扣、拉链及

附件等原辅料的要求,删除了没有明确规定的提示性

表述,并对“可触及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作了注释,明
确了其要求。

2.2 产品外观

2.2.1 对经纬纱向进行了修改

旧标准中规定后身、衣袖允斜程度不得超过百分

之三,前身底边不得倒翘,裤子的允斜程度不超过百分

之三。新版标准中增加领面纱线歪斜程度不超过百分

之三的规定和后身纱线歪斜程度要求调整至大身纱线

歪斜程度一致的规定。新标准的修改更能保证服装版

面的整体性,提高对服装质量把控,保证了消费者的权

益。

2.2.2 修改了对条格的要求

新标准中规定:(1)袖子部位互差从不大于0.8
cm调整至不大于0.6cm。(2)裤侧缝部位互差由不

大于0.4cm修改为不大于0.3cm。(3)增加面料有明

显条格在0.5cm以上,但不超过1.0cm的规定。新

标准对服装质量把控更为严格,提高服装市场质量定

位,更好服务于消费者。

2.2.3 删除了拼接要求

将旧标准中,挂面在驳头以下、最下扣眼之上允许

一拼,但需要避开扣眼位置,腰头可以在后缝及侧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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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一个,其余不可以拼接(特别设计除外)删除。新

标准给予服装风格多样性的尝试,删除拼接的要求给

了服装设计理念无限可能。

2.2.4 修改了色差要求

新版标准中删去了“套装中上装和裤子的色差不低于

4级”的内容,增加了“门里襟色差应高于4级”的要求。一

般情况下上装和裤子整体相距较大,整体色差不明显;而
门里襟是服装较为醒目部位,是和衣领、口袋等相互衬托

展示服装容貌,增加色差要求更为合理。

2.2.5 对外观疵点修改

修订了外观疵点命名和要求。旧标准中,疵点名字:

粗节、竹节、双经双纬、浅油纱、色档、斑疵、散布性棉结、毛
粒等。新标准中,疵点名字:线状疵点、条形疵点块状疵

点、纬档、压痕折皱、油、锈、色斑疵、破损性疵点。

2.2.6 对缝制的修改

在新版标准中,取消了钉扣针距密度要求。修改

了缝制要求部分描述。删去了旧标准中,钉扣的针距

密度:细线,每眼不少于8根线,粗线每眼不少于6根

线的内容。具体描述为:(1)商标和耐久性标签位置端

正,平及。(2)领子、门襟处不可以跳针。在其他位置

30.0cm内也不应有连续跳针,或一个以上的单跳针;

链型线迹处不可以跳针。

2.2.7 对整烫进行修改

新版标准中,将覆黏合衬部位沾胶要求调整为各

部分表面不应沾胶的规定。并要求各部位熨烫平服、

整齐,无烫黄、水渍和亮光。所用黏贴衬部位不应脱

胶、渗胶、起皱和起泡。

2.2.8 对洗涤干燥后外观进行了修改

表1是新版标准规定的洗涤干燥后外观品质要

求,在新版标准规定中,由于增加了变色和洗涤后的扭

曲率要求,其外观质量修订为“样品经洗涤后应符合

GB/T21295—2014表13中外观质量的要求”。

表1 洗涤干燥后外观质量要求

项 目
质量要求

优等品 一等品、合格品

洗涤干燥后外观 外观平整度/级(特殊设计除外) ≥3 不考核

接缝外观/级(特殊设计除外) ≥4 ≥3
变色 ≥4 ≥3-4

其他外观 样品经洗涤后应符合GB/T212952014表13中外观质量的要求

洗涤后扭曲率 ≤3.0%,仅考核裤子,短裤不考核

3 物理性能质量要求

3.1 修改面料耐湿摩擦色牢度

新版标准规范中,添加了磨毛等风格织物合格品

要求降半级的说明,规定用具有起绒、植绒、磨毛等风

格面料、深色面料的合格品要求降半级;而磨毛等风格

面料在测试耐湿摩擦时,由于其与标准摩擦布摩擦力

大于常规面料,致使耐湿摩擦色牢度结果差于常规面

料,而磨毛等风格面料存在独特的风格及使用途径,其
合格品要求降半级更符合市场需求。

3.2 增加酚黄变考核

新标准中规定增加了酚黄变的考核,按 GB/T
29778的规定测试,酚黄变的考核即是对服装耐变黄

能力的考核。服装的黄变一般是指白色或浅色服装在

运输、储藏或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外界条件(光、化学

物质、空气污染)的作用,使得服装面料表面泛黄的现

象。因此新标准仅考核浅色或白色产品进行考核,同

时也仅对于优等品进行考核,一等品和合格品并不考

核。白色、浅色的单、夹服装的酚黄变考核更符合企业

需求,能提前测试产品质量,减少不必要损失。

3.3 增加撕破强力考核

在正常穿着中,对服装撕破强力性能的考核尤为

重要。而在旧标准中,缺乏对于服装的撕破强力的考

核,导致了一些服装产品能通过标准的考核却在实际

使用中容易出现破伤,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损伤,也不

易让企业及生产商发现其产品的不足,导致其品牌权

益受损。在新标准中,增加了对服装撕破强力考核,考
核标准参考 GB/T21295—2014的产品要求,即蚕丝

织物≥7N;单位面积质量<100g/m2 的化纤织物≥7
N;单位面积质量<140g/m2 的纯棉织物≥7N;其他

织物≥10N。GB/T21295—2014的产品要求在市场

中应用许久,在市场中得到检验,适合应用于新标准的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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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修改起球考核类型

旧标准对于起球性能考核中仅对起绒织物不考核,而
在新标准对于起球的考核中,明确了对起绒、植绒、磨毛、

烂花、剪花风格面料不再进行考核。由于植绒、磨毛、烂
花、剪花等风格面料存在独特的风格及使用途径,并不适

合进行起毛起球测试,容易出现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情况出

现,导致一些风格面料无法应用到单、夹服装产品中。因

此新标准的修改,可增加企业与生产商对于单、夹服装的

产品多种的尝试,增加标准的合理性。

3.5 修改缝子纰裂程度考核类型

旧标准对于缝子纰裂程度考核是对单位面积质量

大于52g/m2 的织物主要是参考GB/T21295进行考

核,而单位面积质量52g/m2 及以下的织物则是参考

GB/T18132进行考核的。而新标准则取消了克重的

分级考核,使用同一标准进行考核,同时明确了仅对镂

空、烂花织物等类型不进行考核。

4 检测方法修改

4.1 修改洗涤干燥后外观测试方法

新标准中修改了洗涤干燥后外观测试方法,增加

了洗后扭曲率及变色评定的方法。现新版标准中规定

的洗涤干燥后外观测试方法是:对试样经过新标准规

定进行洗涤、干燥后,在新版标准所规定的外观试验要

求下,根 据 洗 涤 干 燥 后 的 外 观 要 求,并 按 照 GB/T
21294中的标准评定方法进行评定。其中洗涤后扭曲

率按新标准计算方法的规定进行测定;而洗涤后变色

评定方法为:在洗涤前选取一件与待洗涤样品色差大

于4-5级的样品留样,洗涤后样品与留样比对变色程

度如果样品色差小于等于4-5级,则应在待洗样品中

不影响服装结构的部位直接取样作为留样。

4.2 水洗尺寸变化率的修改

新版标准中,增加了明示手洗的使用洗涤程序为

4H。清洗方式根据GB/T8629—2017加以调整,要求

的水洗尺寸变化率按照GB/T8630要求进行,而根据

GB/T8629—2017,A型的洗衣机,洗涤程式为4N(面
料含毛或蚕丝≥百分之五十的成品使用4G程序),并
明示手洗的使用洗涤过程4H,洗涤之后干燥的使用程

序为A(13)。一些特殊风格服装并不适用常规洗涤程

序,容易破坏服装独特风格,而4H是比较缓和的洗涤

程序,明示手洗的使用程序为4H,体现新标准的严谨

和合理性。

4.3 修改耐皂洗色牢度和抗光颜色牢度

新版标准中,规定了耐皂洗色牢度不再划分面料

具体材料,明示确定要求按GB/T3921—2008方法A
(1),这更符合消费者日常实际情况,提高服装的可塑

性与多样性,不因为面料材料不同而出现测试结果相

差太大。耐光色牢度中修改为按 GB/T8427—2019
要求进行测试,明示确定按方法3晒至第一阶段,经过

大量实验测试,结果显示按照方法3晒至第一阶段与

晒至第二阶段的报出结果基本一致,而修改后只晒至

第一阶段更符合绿色环保要求,为企业和检测机构减

少成本开支,提高出货效率。

4.4 修改拼接互染色牢度

新标准里将拼接互染色牢度由方法GB/T3921—

2008调整为GB/T31127—2014。要求了拼接互染色

牢度按照GB/T31127—2014中的方法A进行测试。

4.5 织物的起球

新标准中,起球规定了一般面料使用方法D,其中

精梳毛织物、精梳仿毛织物按参数E,而粗梳毛织物、

粗梳仿毛织物、松结构面料则按参数F。新旧标准不

同在于,新标准明确增添了对于仿毛产品的测试方式,

明确了对起绒、植绒、磨毛等风格面料不再进行考核,

由于这些织物风格的特殊性,进行起毛起球考核是不

合理的,新标准的规定更偏向于实际应用。

4.6 缝子纰裂程度检测方法的修改

旧标准中,缝子纰裂的试验方法是指根据其附录

A所进行测试的,其面料测试负荷根据克重为2种负

荷类型,里料测试负荷则为固定的70N;而新标准中,

面料测试负荷根据克重为3种负荷类型,里料测试负

荷根据克重为2种负荷类型,具体负荷要求见表2。

从表2可得,对于52~150g/m2 的织物施加负荷

由100N降为80N。里料测试负荷根52g/m2 及其以

下的里料施加负荷由70N降为45N。总体来说,新
标准的考核更为宽松、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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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缝子纰裂程度的负荷要求

新标准 旧标准

单位面积质量 负荷 单位面积质量 负荷

缝子纰裂程度(面料) ≤52g/m2 (45.0±1.0)N ≤52g/m2 (45.0±1.0)N
>52g/m2 且≤150g/m2 (80.0±2.0)N 其他织物 (100.0±2.0)N

>150g/m2 (100.0±2.0)N
缝子纰裂程度(里料) ≤52g/m2 (45.0±1.0)N 所有织物 (70.0±1.5)N

>52g/m2 (70.0±1.5)N

5 结束语

FZ/T81007—2022《单、夹服装》新标准的出台符

合国际市场的新发展趋势,有着相当的前瞻性,体现了

“科技领先、经济效益理想、安全性可靠性、协调配套”

的基本原则,标准越来越健全科学合理,更加适应生产

发展的新形势,既便于企业提升质量,也有利于检验机

构的标准化运作,同时也反映了标准由制造引导型向

消费引导型的过程转化。但由于部分细节问题仍需要

不断提高与完善,新标准中并未对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等给出更具体的规定,且对纰裂的考核条件也有所放

宽,这将对公司的内部管理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同时公

司也将针对自身品质定位,建立更科学合理的内控指

标。新标准更全面、细致考虑服装的质量问题、服装的

多样性和人体穿着健康舒适等问题,体现了检测技术

和服装设计理念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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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ComparisonforSingleandClipClothing
WUHuaan,LIYezan,SUHongbo,LIANGJiahao

(ShenzhenAcademyofMetrology&QualityInspection,Shenzhen518131,China)

  Abstract:Inordertocorrectlymasterandusethenewversionofthenationalstandard,themaindifferencesbetweenthenewand

oldnationalstandardssuchasFZ/T81007-2012andFZ/T810072022intermsofinspectionitems,productiontechnicalconditions

andinspectionmethodswerecompared.Someimperfectionsweregivenontheareasofinadequacyinthenewnationalstandards.It

hopestoprovidetechnicalreferencesforproductionenterprisesandmanufacturerstocontroltheproductqualityofsingleandclip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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