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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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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青岛威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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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尽管校服作为职业装中的一个特殊产业，但发展

始终缓慢，呈现高度分散、基础薄弱、相对封闭独立、同质化严重、品牌意识淡薄等产业特点，同时，

企业在校服生产过程中技术资料、工艺等环节参差不齐，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和随意性，制约了校服

产业的发展。为加快提升校服企业生产的技术规范，特组织专业力量开展了本文件的制定工作，以此推

进校服行业的有序发展，为全国 2 亿多中小学生穿上安全、优质、合体、美观、舒适的校服提供有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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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校服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小学生校服生产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生产基地、原材料、设备、设计、数据规格、

技术、生产、品控、服务、人员保护、档案等。

本文件适用于校服企业的生产过程管理和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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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所有部分） 服装号型

GB/T 31888 中小学生校服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生产基地

4.1 基地选择

4.1.1 宜选择地势平坦、易于满足生产工艺流程和厂内运输的需要，地形地质条件良好的地方。

4.1.2 生产及生活用水供应可靠，水质良好，污水便于处理及排放。

4.1.3 动力供应有可靠保障。

4.1.4 交通运输条件良好，便于货物及人员出入。

4.1.5 远离污染严重区域，通风条件良好。

4.1.6 员工生活等相关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善。

4.2 基地布局

校服企业一般应包括行政管理区、生产区、储运区等。具体布局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生产区须按服装生产的流程布局，应满足面辅料仓储、裁剪、缝制、后整理、成品仓储及物流

服务等；

b) 正确选择场内外的运输方式，合理组织好人流和货流；

c) 合理确定各区域，如办公楼、生产车间、辅助车间、仓储设施、生活设施的方位与间距；

d) 遵守国家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消防安全、工业卫生等设施配套齐全、设置有序。

5 原材料

5.1 仓储管理

5.1.1 所有物资宜采用立体架构坐标定位式管理模式进行分类存放，货架位标识字迹清楚，格式统一，

标识牌的悬挂位置一致。

5.1.2 仓库原则上应分为面料区和辅料区，不同材料分类存放。各类面辅料不应直接放置到地面上，

不应贴墙放置，与墙面距离至少保持 0.5 m~0.8 m的间距。

5.1.3 物料应分类、分等级上架，便于发料。

5.1.4 库内应划黄线标明库位、架号、道路，库内通道应畅通，不得有物品阻碍通行。

5.1.5 仓库内应整洁、有序。防止虫、鼠隐患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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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仓库内应干燥、地面平坦，仓库大门、窗户应完好，仓门开启装置实行专人管理。

5.1.7 定期对仓库进行整理，使面辅料分类清晰，编号齐全。

5.1.8 对长时间存放的库内物料，应定期检查有无虫害、变形、受潮。

5.1.9 依据供应商提供的面辅料质量，做好数据统计分析，供相关部门使用。

5.2 入出库管理

5.2.1 依据采购计划，核对相关产品的数量、型号、颜色、克重、幅宽等，各类信息确认无误后开具

《原材料入库单》，参见表 A.1。
5.2.2 检验人员对原材料进行检测或送检，并结合供货商提供的原材料检验报告进行比对，如发现问

题及时反馈给仓库和采购。

5.2.3 根据生产使用先后顺序，对面辅料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进行分类放置。

5.2.4 根据生产计划，依据核定数量，开具《原材料出库单》，参见表 A.2。
5.2.5 对出现面辅料短缺现象，应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提前做好生产的保障工作。

5.2.6 为加强成本核算及面辅料控制，相关部门应将余料退回，并开具《原材料退库单》，参见表 A.3。
5.2.7 面辅料仓库每季度和每年末应组织季度和年度盘点，有关部门抽查，及时做好相关数据的分析

和整理。

6 设备

6.1 设备类型

6.1.1 校服生产设备主要分：生产准备、裁剪、粘合、缝制、后整理等类型。

a) 生产准备设备主要有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omputer aided design，简称 CAD系统)、辅助制版、

辅助生产、验布机、预缩机等；

b) 裁剪设备主要有拉布机、智能自动裁床、直刀式裁剪机、圆刀式裁剪机、激光式裁剪机及裁剪

辅助设备等；

c) 粘合设备主要有平板式粘合机、压辊式粘合机等；

d) 缝纫设备按缝型结构分平缝、包缝、链缝、绷缝等类型。常见设备有平缝机（单针、双针）、

包缝机（三线、四线、五线）、链式缝纫机（单针、双针、多针）、绷缝机、钉扣机、锁眼机

（平眼、圆眼）、套结机、撬边机（缲边、暗缝等）以及特种缝纫机（开袋、上袖、绣花、曲

折缝等）。另外还有辅助生产设备（模板机）及缝针和缝纫助件；

e) 后整理设备主要有熨斗、烫台、熨烫机、定型机、电加热蒸汽发生器、检针机等。

6.2 设备布局

6.2.1 吊挂线的高度不小于 195 cm，缝纫机前后间距不小于 75 cm，通道宽度不小于 120 cm。

6.2.2 流水线上的缝纫设备必须遵守缝制区域的整体安排，减少不必要的搬运，尽量节省空间。

6.2.3 流水线上的缝纫设备必须按照流水路线摆放，形成连续作业和连贯性。

6.2.4 结合订单款式的实际操作需要，设置工序与工序之间的机台摆放布局，尽量使前道工序的设备

放置在前后、左右的位置。

6.2.5 设备布置应符合工艺流程的要求，便于在制品的传递和人员流动。

6.2.6 设备放置完成后应整齐、有序，宜美观。设备、材料不能超出安全线。

6.3 设备管理

6.3.1 设备部门对所有设备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建立设备台账，参见表 A.4，对各部门使用生产

设备的名称、数量、型号、编号及验收时间等进行记录，参见表 A.5。
6.3.2 各部门应对使用的设备明确设备使用人和负责人。

6.3.3 建立科学、完善的设备使用、维护、保养、检修和报废制度，明确职责和义务，保障生产的顺

利进行。设备维护保养及维修记录，参见表 A.6、表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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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

7.1 设计目标

设计部门应根据企业的经营目标制定相应的设计目标，包括开发项目、设计数量、质量目标等。

7.2 设计流程

7.2.1 市场调研：开展客户需求的走访和调研工作，做好面辅料、色彩、款式等的信息收集、分析和

整理工作。

7.2.2 设计规划和开发提案：根据市场调研结果，结合企业及客户需求，科学制定新产品的研发规划，

制定可行性方案。

7.2.3 论证审定：对新品开发的可行性方案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和评审。

7.2.4 产品设计和制作：形成面辅料遴选、色彩应用、款式设计、纸样、工艺、安全等的整体方案。

7.2.5 产品确认：组成销售、设计、技术、生产等部门的综合评审，确定终审样品，提交客户审定。

7.2.6 学校要求款式则根据产品需求打样，提交客户审定，签订《中小学校服业务确认单》，参见表

A.8。

7.3 样品管理

7.3.1 新样品入库时，必须做好样品的标识，检查样品及相关信息的完整性。

7.3.2 将样品数量、款号和图片等信息全部录入电脑，做成资料备用。

7.3.3 将样品按区域陈列，做到清晰明了，以便销售推广。

7.3.4 严格样品的出入库管理。做到定期整理。

8 数据规格

8.1 数据采集

8.1.1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与学校沟通数据采集的方式和方法。

8.1.2 线上或线下采集须提供校服款式的测量示意图，亦可提供套码服装，并提供人体或校服成衣的

数据采集表，填写《中小学校服征订统计表》，参见表 A.9。

8.2 数据整理

8.2.1 线上导入采集的数据，应检查数据的有效性。

8.2.2 线下录入采集的数据，应复核数据的有效性。

8.2.3 数据的归纳、分析，确保数据的准确、完整。

8.3 号型配置

8.3.1 校服号型设置参考 GB/T 1335 的规定执行，超出标准范围的号型按标准规定的分档数值扩展。

8.3.2 建立科学合理的校服品类成衣规格尺寸表。

8.3.3 依据学校、班级、男女生数据匹配成衣号型。

8.3.4 汇总后制定生产计划单，参见表 A.10。

9 技术

9.1 技术文件

9.1.1 技术文件包括：技术标准、技术说明、生产用纸样、工艺说明书等。《校服工艺说明书》参见

表 A.11，《印花/印标/绣花等工艺说明》参见表 A.12，《织章、绣章等工艺说明》参见表 A.13。
9.1.2 技术文件由技术部编制、审核、发布和实施。

9.2 纸样

9.2.1 校服纸样设计应结合不同阶段学生体型特征，做到纸样结构与人体造型协调一致。

9.2.2 校服纸样设计应遵循服装结构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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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校服纸样设计应体现不同着装场合下的功能设计。

9.2.4 校服纸样设计应与生产加工技术的水平、能力相符。

9.2.5 校服纸样设计应结合工艺考虑面料的缩水率或热缩率。

9.2.6 裁剪纸样上须标注款式号、部位名称、物料信息、号型、布纹方向、单件裁剪数量等信息。

9.2.7 工艺纸样上须标注部位名称、对位、定型等信息。

9.2.8 校服品类的纸样分类科学、规范有序、数量完整。

9.3 工艺单

9.3.1 工艺单内容应包含品名、款号、款式图、尺寸、面辅料及各项工艺要求。

9.3.2 面辅料工艺要求包括：

a) 面料工艺应体现面料名称、颜色、幅宽、成分、克重、单耗等信息；

b) 辅料工艺应体现各种辅料名称、规格、颜色、单耗等信息；

c) 面辅料工艺应配备面辅料卡，供面辅料库、品控、裁剪等部门使用。

9.3.3 裁剪工艺：结合技术要求确定裁剪工艺，含裁剪方式、排料要求、单耗等信息。

9.3.4 印花工艺：应标注印花（须使用环保染料）方式、花型、颜色、尺寸、位置等信息。

9.3.5 绣花工艺：应标注绣花方式、花型、尺寸、位置和绣花线品类、颜色等。直接接触皮肤部位，

应加烫弹力布衬。

9.3.6 缝制工艺：应考虑产品和面料特点，制定机针型号、线迹密度、缝线等要求。根据技术要求，

编制工艺流程和设备配置要求。对主要工序和关键部位提出具体要求。对需烫粘合衬的部位，确定粘合

衬种类、粘合温度、压力、时间等技术指标。

9.3.7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格尺寸及测量方式，并附图说明。

9.3.8 编制标识的构成、整烫、包装装箱的基本要求。

10 生产

10.1 计划

10.1.1 应做到技术、生产（裁剪、缝制、后整理）、品控的高效统一。

10.1.2 生产计划应及时跟进和反馈，填写《生产进度汇总表》，参见表 A.14。

10.2 裁剪

10.2.1 根据技术资料及确认样品领料。

10.2.2 松布、验布，测量面料幅宽，检查面料表面疵点；针织面料须左中右核对色差。

10.2.3 面料验布后，在自然环境下，针织面料需松布且展开并放松时间不少于 24 小时，机织面料视

实际情况而定。

10.2.4 排料前根据计划单核对款式、数量等信息。

10.2.5 分缸、分匹铺料，需注意倒顺、布面平整和上下层对齐，注意面料中间与两侧的松紧度，层数

控制在合理范围等。

10.2.6 排料时应注意经纬纱向，原则上一件一方向；特殊面料按特殊要求处理。

10.2.7 裁剪完需设置验片工序，以保证裁片的整洁、准确。裁片不可有明显的粗纱、断纱、疵点、色

差和脏污。

10.2.8 根据面料批次分包并附相关信息。

10.3 缝制

10.3.1 依据技术资料，须分析和掌握工艺要求。试制产前样品并封样。

10.3.2 严格按照样品及技术要求科学合理分配工序和人员，做好生产前各项准备工作。

10.3.3 流水作业中严格执行工艺规范，自觉做到自检、互检、专检。

10.3.4 作业过程中出现断针现象，须找齐所有部分贴样，更换新针。

10.3.5 质检人员要做好巡检工作，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协商、整改。技术人员做好流水作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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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后整理

10.4.1 清理线头，过程中不能用任何工具破坏成衣。

10.4.2 成衣整烫：各部位整烫平顺；无极光、无烫痕，熨烫时避开印花及反光标；定型抽湿干燥。

10.5 包装装箱（袋）

10.5.1 产品内包装，宜加防潮纸。采用单件或成套包装，每箱（袋）件数（或套数）根据协议或合同

规定。

10.5.2 包装物和包装方式应符合产品设计的包装验证需求，使产品不破损、不沾污、不受潮。包装过

程中不应使用金属针等锐利物。

10.5.3 产品根据客户需求分类装箱（袋）:

a) 按尺码成件/套点数装箱（袋）；

b) 按学校、年级和班级装箱（袋）；

c) 按学校、年级和班级打印学生订购尺码清单；

d) 包装袋上粘贴学校、年级、班级、学生姓名和尺码等信息；

e) 包装内、外清单清晰明了，一致。

10.5.4 送到家的校服，须粘贴收货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0.5.5 成品包装后须做好验针查验工作。

10.5.6 成品入出库需分别开具《成品入库单》和《成品出库单》，参见表 A.15 和表 A.16。

11 品控管理

11.1 过程品控

根据工艺要求，对裁剪、缝制等环节的质量控制。

11.2 成衣品控

11.2.1 检验人员负责对成品的检验,《成品检验记录单》参见表 A.17。
11.2.2 检验成衣尺寸与规格表是否相符。

11.2.3 检验各部位制作工艺是否正确，线迹是否规范、合理。

11.2.4 检查对称部位是否一致, 条格面料的产品检查对格对条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11.2.5 粘合衬是否牢固，有无渗胶现象。

11.2.6 同件服装中是否存在色差现象。

11.2.7 锁眼线迹美观，纽扣牢固，锁眼与纽扣对位准确，大小适宜。

11.2.8 产品上的尺码标、成分洗标、商标等与实际货物内容是否一致，位置是否正确。

11.2.9 成衣无线头、无脏污、无油渍等现象。

11.2.10 整烫整体平顺，服装整体形态保持良好。

11.2.11 返修类产品记录可参考《成品返修记录单》，参见表 A.18。
11.2.12 成衣外观质量检验抽样方案按 GB/T 31888 执行。

11.2.13 成衣送检。

12 服务

12.1 物流配送

12.1.1 配送到校的校服，应提供装箱清单，并保持畅通的联系渠道。

12.1.2 快递到家的校服，应保持畅通的联系渠道。

12.2 发放调换

12.2.1 发放

a) 到校指定地点集中统一发放；

b) 发货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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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调换

a) 线上调换：实时客服咨询、提交调换需求、按约定方式调换处理；

b) 线下调换：信息收集，约定时间统一调换处理。

12.3 增补业务

12.3.1 定期发放通知，由学校负责统计。

12.3.2 采取线上咨询处理。

12.3.3 校服店直接购买。

12.4 服务跟踪

12.4.1 企业应向用户提供线上或线下联系方式。

12.4.2 企业应建立应急服务机制，具有解决突发事件的能力。

12.4.3 企业应定期采用用户满意度调查、现场走访等方式向用户征求反馈意见，及时分析和总结，创

新管理体系，提高服务质量，填写《校服顾客满意度调查表》，参见表 A.19。

12.5 售后技术支持

售后服务人员应经过系统的培训和考核，掌握沟通技巧和专业技术，并能针对产品做洗涤和养护方

式、穿着方式的培训。

13 人员保护

13.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手续。

13.2 相关生产设备需配备安装配套的防护配件。

13.3 在生产现场，操作者须穿着统一的工作服装。

14 档案

每个生产环节应根据部门的实际情况建立独立且完善的记录档案，保留生产过程中的有效记录，以

证实所有生产操作的科学、严谨和规范。各类记录档案应至少保留 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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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产用表格示例

表 A.1 原材料入库单

供应商： 入库时间：

原材料名称 原材料编号 颜色/色号 …… 单位 数量 备 注

制单人： 送货人： 负责人：

备注：

1.本入库单一式四联，第一联为仓库联，第二联为供货方联，第三联……联，第四联……联。

2.请在收到货物时，仔细核对数量后，签字生效。

表 A.2 原材料出库单

学校名称：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款式名称 款式号 订单数量

出库明细

原材料名称 原材料编号 颜色/色号 …… 单位 数量 备 注

制单人： 保管人： 领料经办人：

备注：

1.本入库单一式三联，第一联为仓库联，第二联为财务联，第三联领料部门记账联。

2.请在原材料出库时，仔细核对数量后，签字生效。

表 A.3 原材料退库单

学校名称：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款式名称 款式号 订单号 订单数量

退料明细

原材料名称 原材料编号 颜色/色号 …… 单位 数量 备 注

制单人： 退料人： 负责人：

备注：

1.本入库单一式三联，第一联为仓库联，第二联为财务联，第三联退料部门记账联。

2.请在原材料退库时，仔细核对数量后，签字生效。

表 A.4 设备台账汇总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设备型号 生产厂家 购买日期 验收日期 使用部门

1

2

3

……

制表人： 验收人： 负责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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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部门设备使用清单

使用部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设备型号 使用日期 使用人 备 注

1

2

3

4

5

6

7

……

资产管理员： 使用部门负责人：

设备部门经手人： 设备部门负责人： 日期：

表 A.6 生产设备维护保养记录表

使用部门：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使用日期

使 用 人 资产管理员

日期（含具体时间） 维护保养内容 保养人 确认人

表 A.7 生产设备维修记录表

使用部门：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使用日期

日期（含具体时间） 维修原因 维修内容 使用人员 维修人员

资产管理员： 使用部门负责人：

设备部门经手人： 设备部门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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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中小学校服业务确认单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品牌名称 设计师 接单日期

校服款式名称 款式编号 供货日期

款式图：

正面 背面 图案/校徽

款式说明：

面料说明：

其他要求：

表 A.9 中小学校服征订统计表

学校名称：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级 班级 校服规格（不含制服）

备注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高

（厘米）

体重

（公斤）
家长联系方式

T恤 短裤（裙） ……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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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0 校服生产计划单

学校名称：

品牌名称 下单日期 供货日期

订单号 款式名称 款式编号

尺码 120 130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5 180 185 190 小计
合

计

单

位

男款

女款

合计

款式图：

正面 背面 图案/校徽

款式说明：

其他要求：

制单人： 业务确认： 采购确认：

技术确认： 生产确认：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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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校服工艺说明书

学校名称：

订单编号： 供货日期：

校服款式名称 款式号 订单数量

款式图：

正面 背面 图案/校徽

款式说明：

序号 面 料 序号 辅料/配饰

1 1

2 2

…… ……

其它：

商标 耐久性标识（洗涤标、成份标等）

包装装箱（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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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款式规格尺寸表（如：T恤） 单位为厘米

部位
号

110 120 130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5 180 185 190 195 200

后中衣长 43 47 51 55 57 59 61 63 65 67 69 71 73 75 77 79

短袖长 13 14 15 16 16.7 17.4 18.1 18.8 19.5 20.2 20.9 21.6 22.3 23 23.7 24.4

门襟长 11 11 11 11 12 12 12 13 13 13 14 14 14 15 15 15

部位
型

56 60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96 100 104 108 112 116

领 围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胸 围 68 72 76 80 84 88 92 96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肩 宽 29 31 33 35 36.5 38 39.5 41 42.5 44 45.2 46.4 47.6 48.8 50 51.2

短袖口/2 11.5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16.5 17 17.5 18 18.5 19

门襟宽 2.5 2.5 2.5 2.5 2.5 2.5 2.5 3 3 3 3 3 3 3 3 3

XX款式规格尺寸测量示意图（如：T恤）

XX款式加工工艺（如：T恤）

裁剪要求

面料验布后，在自然环境下，针织面料需松布且并放松时间不少于 24 小时。铺料需注意布面平整和上下层对齐，

颜色的缸差、层数控制在合理范围等。

排料时应注意经纬纱向；裁片保持整洁、准确；裁片需验片；不可有明显的粗纱、断纱、疵点、色差和脏污。特殊

面料按特殊要求处理。

印花/印标/织章/绣章/绣花等工艺要求

印花、印标等要求
印花浆料不可含有害物质，印花要牢固，洗涤后印花外观平服，无明显缩皱，印花无沾色，变色

现象。经拉伸揉搓后也无起泡、开胶、脱胶等现象。

织章、绣章等要求 带有学校标志的织章、绣章等表面不允许有脱线。缝制线迹均匀、美观，不可有滑针、浮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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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等要求
绣花密度适中，做到精致美观，无线头、无松散和脱落现象，绣花边缘无针洞、破口等。绣花位

置应避免绣花背面接触皮肤，或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洗涤后绣花外观平服无明显缩皱。

缝制工艺要求

机针 9号圆头针 缝纫线 40 S/2 或 60 S/3 的涤纶线 线迹密度 13-14 针/3 cm

粘衬部位 门襟

缝制工艺基本要求 各部位线迹平顺、整齐、无跳针、断线，起落针处需倒回针。

缝制细节说明：

领子：可采用横机罗纹，罗纹须含氨纶，领圈用织带或本布将缝位做净加固。

门襟：门襟底襟缝份做净，门襟锁眼钉扣定位准确，大小匹配，整齐牢固。

肩缝：肩缝加专用弹力嵌条，用四线包缝合肩缝，缝份倒向后身。

袖子：采用四线包缝工艺；绱袖圆顺，吃量均匀；插肩袖则对位缝合。

袖底缝、侧缝：采用四线包缝工艺；侧缝缝份后倒，并保证腋下“十字”袖缝对齐。

下摆：下摆折边采用双针绷缝工艺，双针间距 0.5-0.6 cm，起落针处重合 1.0-1.5 cm。

袖口：罗纹袖口采用四线包缝，袖口罗纹包缝后需车 0.5 明线打倒针固定；平袖口做法同下摆。

如侧缝有开衩：开衩可采用织带或本布将缝份做净，开衩上止口处打结固定。

标签：商标、耐久性标签（尺码标、成份洗涤标）等均缝在左侧缝距下摆 8-10 cm处。

其它：按样衣进行缝制。

整烫工艺基本要求 选择适宜温度，各部位熨烫平顺，无亮光、无烫痕。熨烫时避开印花、反光标。定型抽湿干燥。

外观检验基本要求
成衣尺寸与规格表是否一致。检验线迹等工艺是否规范、合理。领子、袖等部位左右对称。成

衣无长线头、无脏污、无油渍。

包装基本要求

门襟扣子系上，后身朝上放平，可放防潮纸；将左右侧身及袖子向后中折叠，保证折叠宽度一

致；下摆向后领方向折叠，略低于肩部；印花等部位需放油面防潮纸隔离；入袋封口。不允许

放置干燥剂。

技术人员： 审核人员： 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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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印花/印标/绣花等工艺说明

学校名称：

订单编号：

校服款式名称 款式号 订单数量

印花/印标/绣花等图案效果图（含规格尺寸）： 印花/印标/绣花等图案位置：

印花/印标/绣花标准色号（如：PANTOON）
颜色 1 颜色 2

颜色 3 ……

印花/印标/绣花等工艺要求及注意事项：

表 A.13 织章、绣章等工艺说明

学校名称：

订单编号：

校服款式名称 款式号 订单数量

织章/绣章等图案效果图（含规格尺寸）： 织章/绣章等图案位置：

织章/绣章标准色号（如：PANTOON）
颜色 1 颜色 2

颜色 3 ……

织章/绣章工艺要求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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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 生产进度汇总表

产品

名称

款式

编号

订单

号

下单

日期

交货

日期

订单

量
面料 辅料 裁剪 缝制

包装

入库

更新

日期
……

制表人： 负责人： 填表日期：

表 A.15 成品入库单

学校名称：

订单编号： 入库日期： 年 月 日
款式号 款式名称 号型规格 单位（件/套） 数量 备注

合 计

经办人签字 仓库签字 负责人签字

备注：

1.本入库单一式四联，第一联为车间联，第二联为仓库联，第三联……联，第四联……联。

2.请在收到货物时，仔细核对数量后，签字生效。

表 A.16 成品出库单

学校名称：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订单编号： 出库日期： 年 月 日

款式号 款式名称 号型规格
单位

（件/套）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备注

合 计

经办人签字 仓库签字 负责人签字

备注：

1.本出库单一式四联，第一联为仓库联，第二联为财务联，第三联出门联，第四联客户联。

2.请在收到货物时，仔细核对数量后，签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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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7 成品检验记录单

学校名称：

订单编号： 供货日期：

校服款式名称 款式号 订单数量

规格尺寸检验（如：T恤） 单位为厘米

号 型

部位 规格尺寸 成品实际尺寸 误差 规格尺寸 成品实际尺寸 误差

后中衣长

短袖长

门襟长

胸 围

肩 宽

短袖口/2

门襟宽

配饰质量检验

合格（√）
校徽 印花/绣花 商标 尺寸标 成份标 ……

其它问题说明（与确认样品对比）：

检验员： 负责人： 日期：

表 A.18 成品返修记录单

学校名称：

校服款式名称 款式号 订单编号

品类 规格 数量 返修原因 交接人 责任人 返修结果 检验员
时间

领取 返回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合格 □不合格

检验员： 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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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9 校服顾客满意度调查表

学校名称：

客户名称 联 系 人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传 真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序号 内容 意 见

1 产品质量 □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2 产品价格 □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3 交货期限 □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4 售后服务 □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5 业务员服务 □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体评价 □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最关注的是哪项内容？

□ 1 □ 2 □ 3 □ 4 □ 5

请提宝贵意见或建议：

备注：

填写人（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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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校服生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关于开展第五批教育装备行业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的

通知》(教团标文〔2021〕5 号)要求，批准了《中小学生校服生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本标

准由青岛威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编制工作。

1.2 协作单位

青岛威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服装学院、山东省教育发展服务中心、北京市学校基建后勤管理事

务中心、河南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安徽省教育厅教育技术装备中心、山西省教育学会学生服被装专

业委员会、山东省淄博市教育服务中心、山西久冠服饰有限公司、重庆青于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

伟奇服装有限公司、福建惠安明盛服装有限公司、福建新同兴针纺织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升学生用品有限

公司、湖南旭荣制衣有限公司、山东盛宝路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浙江好学生服饰有限公司、杭州思美服饰

有限公司、湖州育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陕西大秦学士服饰有限公司、河南大雄鹰服饰有限公司、江苏红

动服饰有限公司、江阴樱桃服饰有限公司、宁波马骑顿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张家口市斯普荣服饰有限公司。

1.3 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校服行业发展缓慢，呈现出高度分散、基础薄弱、

相对封闭、同质化严重、品牌意识淡薄等产业特点，同时，企业在校服生产过程中技术资料、工艺等环节

参差不齐，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和随意性，制约了校服产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校服企业的生产仍没

有相应的标准作为指导，因此，为加快并推进该行业的有序发展，有必要制定校服企业的生产技术规范团

体标准，为全国 2亿多中小学生能穿上安全、优质、合体、美观、舒适的校服提供有力保障。

2 主要工作过程

2.1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3 月，主要开展了标准相关资料收集和企业调研。

2.2 2021 年 4 月，召开了关于成立了《中小学生校服生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起草小组的会议，确定项

目成员和意向参与单位。

2.3 2021 年 5-7 月，标准起草小组对标准的组织架构进行初步研讨，征求企业意见，形成标准框架结构。

2.4 2021 年 8-9 月，以标准的框架结构为基础，结合相关单位调研反馈意见，充分分析探讨后起草形成

了初稿。

2.5 2021 年 10 月 9 日，工作组在北京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会议讨论、收集项目组成员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各单位意见进行调整。

2.6 2021 年 11-12 月，再次面向标准起草小组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并完成征求意见处理，修改完善标

准文件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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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1 年 12 月 29 日，工作组在青岛召开了第二次工作组会议，会议采用线上形式，对重点意见进行

了讨论、分析、研究，继续完善标准文件。

2.8 2022 年 1 月，根据会议意见完成草案稿，提交给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秘书处。

3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3.1 编制原则

3.1.1 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依

据 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3.1.2 编制遵循“实用性、规范性”的原则，合理的吸纳制定根据收集到的各生产厂家的内控标准、企

业标准，使标准内容科学、严谨、规范，具有可操作性。

3.1.3 结合中小学生校服生产的实际情况，合理吸纳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相关内容，使标准内容合理并

具有可操作性。

3.2 主要内容的确定

3.2.1 由于该标准是首次制定，涉及的内容应涵盖校服生产的所有环节，做到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主

要内容有生产基地、原材料、设备、设计、数据规格、技术、生产、品控、服务、人员保护、档案等基本

要素。

3.2.2 依据校服生产的实际需求，规定了生产基地的选择和布局。

3.2.3 对于原材料的管理主要从仓储和出入库两方面进行解析，做到规范、有序。

3.2.4 校服生产的核心之一是设备，保证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对于生产至关重要。因此，对设备类型、

布局和管理进行规定，做到科学、完善的设备使用、维护、保养等，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

3.2.5 学生统一穿校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强化学校的整体形象，增强集体荣誉感。本标准

对设计目标、流程和样品管理提出要求。

3.2.6 规格尺寸是校服的重要考核指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数据采集、分析、整理和号型的配置

进行规定，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校服品类成衣规格的基本保证。

3.2.7 技术准备是确保批量生产顺利进行以及最终成品符合客户要求的重要手段。在批量生产前，首先

要由技术人员做好生产前的技术准备工作。技术准备包括工艺单、样板的制定和样衣的制作三个内容。工

艺单是服装加工中的指导性文件，它对服装的规格、缝制、整烫、包装等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对服装辅

料搭配、缝迹密度等细节问题也加以明确。服装加工中的各道工序都应严格参照工艺单的要求进行。样板

制作要求尺寸准确，规格齐全。相关部位轮廓线准确吻合。样板上应标明服装款号、部位、规格及质量要

求，并在有关拼接处加盖样板复合章。在完成工艺单和样板制定工作后，可进行小批量样衣的生产，针对

客户和工艺的要求及时修正不符合点，并对工艺难点进行攻关，以便大批量流水作业顺利进行。

3.2.8 校服生产包括裁剪、缝制、后整理、包装等内容。根据裁剪的工作流程，检查松布、验布，测量

面料幅宽，在裁剪时要注意纱向。裁剪完要进行检验，筛选出有脏污和疵点的面料，按照工艺设计进行生

产，自觉做到自检、互检、专检。包装时按学校、年级和班级打印学生订购尺码清单，包装袋上粘贴学校、

年级、班级、学生姓名和尺码等信息。

3.2.9 校服的品控管理贯穿整个生产过程，是针对生产过程中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品质管控是企业赖以

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生产过程中经常抽检，加强生产过程的控制，提升质量检验的时效性和准

确性。通过分析检验结果可以更好的了解产品的现状，工艺缺陷及时采取相应的工艺措施。该部分包括过

程品控和成衣品控两部分内容。

3.2.10 校服的服务有别于其它服装，是整个校服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于校服企业来说，服务主

https://baike.so.com/doc/5602255-5814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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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按照配送清单进行配送，及时调换。提供增补服务以及线上线下的跟踪服务。

3.2.11 对校服企业的人员保护和档案管理提出相应规定，是现代化企业管理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4 采用国际标准

本文件的制定不涉及国际相关标准。

5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为校服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并无重大意见及分歧。两次会议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并响

应如下：

6.1 第一次会议意见建议和响应情况

6.1.1 在原材料中增加对供应商提供面、辅料质量，数量数据统计分析，并提供给采购部——采纳。

6.1.2 在设备中增加定型机，完善设备种类；设备、材料不能超过安全线，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采

纳。

6.1.3 吊挂线的高度与地面最低 1.95 米——采纳。

6.1.4 增加安全设计——采纳。中小学生以未成年少年居多，在当代手机智能程度和普及率升高的情况

下，出现了很多“低头族”，学生在低头行走的过程中引起碰撞摔倒的机率增加。在设计中增加了安全设

计，对校服表面贴附反光条、反光标，在学生过马路时提醒驾驶员和其他的行人的注意，保障学生的安全

出行，可根据不同地区的要求适当增加安全设计。

6.1.5 存档管理——采纳。企业可根据自身生产需求、可按照区域、品类等分类进行存档管理，方便下

次使用。

6.1.6 印花染料需用环保染料，绣花直接接触皮肤部位，应加烫弹力布衬，工艺单上的印/绣花颜色后面增

加（潘通色号）——采纳。

6.1.7 增加成品检验记录表——采纳。

6.1.8 增加先试制产前样并进行封样，达到标准后召集生产负责人和品控一起开产前会说明质量要求和

主要事项——采纳。在生产之前召开产前会沟通工艺难点、质量要求等方面把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

攻克，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6.1.9 包装处增加验针机一项，包装好的衣服需要通过验针机检验——采纳。

6.1.10 表格信息——部分采纳。

6.2 第二次会议意见建议和响应情况

6.2.1 绝大部分参会代表认同本团标相关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执行性以及附件表格的实用性，具体

如下：

6.2.2 “仓库”管理应该改为“仓储”管理——采纳。

6.2.3 “业务确认单” 可以放，但是是否放客户联系方式等机密信息值得商榷——未采纳，因为本文件

是公司内部资料，信息清晰有利于公司内部的客户管理，严格控制访问权限即可解决后顾之忧。

“业务确认单”非常实用，一定要用，建议加上业务员和设计师，本企业的名称和地址不用体现，学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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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和联系方式涉密，建议考量是否需要放上去——部分采纳，已在“表 A.8 中小学校服业务确认单”中

增加设计师的姓名，但是“业务员”就是“业务联系人”，故未单独标注。

6.2.4 文字应尽量简练，方便执行；表格建议整合，简化——采纳。分别在会后和次日再次开展内部会

议，对文字内容进行精炼，并对表格的形式做了进一步的规范，同时删除了原“A.19 成衣外观质量检验

抽样方案”的内容，改用在“11.2.12 成衣外观质量检验抽样方案”中直接引用 GB/T 31888 的相关规定执

行。

6.2.5 标准能够和参标企业尤其是起草企业的实际工作吻合，接地气且有引导性，能够吸引其他校服企

业加入，充满活力和影响力——采纳。

6.2.6 根据反馈意见再次组织两次内部会进行对标准细则评估，并安排专人跟踪并收集 5 个未充分参加

讨论的企业的反馈意见，以保证覆盖面、先进性和可执行度。

7 标准性质建议的说明

本文件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

本文件发布后，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计划对该标准开展宣贯活动，对标准的制定原则及具体条文进

行深度解读，以推动该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更有效的实施。

9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中小学生校服生产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小组

2022 年 1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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