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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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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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苏州嘉多吉米服饰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嘉多吉米服饰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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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生产工艺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汉服生产的基本要求、原材料、设计、生产流程、产品质量控制、生产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汉服的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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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附条文说明)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565 纺织工程设计防火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705 服装工厂设计规范 (2023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场所 4.1 

4.1.1 汉服生产加工企业应符合 GB 50187 的规定，应做到技术先进、安全经济、保护环境。 

4.1.2 生产场所的建筑结构、给排水、采暖、通风等应符合 GB 50705 的规定。 

4.1.3 生产场所的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565 的规定。安全疏散通道应保持通畅，并有明显标示线表

明行走方向。 

4.1.4 生产场所内车行通道、人行通道的宽度应符合相关安全要求。 

4.1.5 生产场所应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采光应符合 GB 50033 的规定。生产场所的照明应满足生产需

要。 

4.1.6 生产场所应具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措施。 

4.1.7 生产场所应具有满足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及成品存储所需的基础配套设施，并满足相应存储要

求。 

4.1.8 生产区域应配备安全防护设施、消防设施、污染防治设施。 

设备 4.2 

4.2.1 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设备，主要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a) 裁剪设备； 

b) 缝制设备； 

c) 整烫设备。 

4.2.2 落实专人操作和管理设备，建立设备保养和维修制度，加强日常维护、保养。定期做好相关维

护保养和检修并及时记录。 

4.2.3 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规范进行操作，确保安全生产。 

人员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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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企业负责人应明确所承担的产品质量责任与义务，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4.3.2 生产技术人员应掌握汉服生产加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相关生产设备的性能。 

4.3.3 产品质量检验人员应熟悉质量专业知识，掌握汉服质量检测的相关技能。 

4.3.4 企业应定期组织人员参加质量控制、工艺控制、安全环保、操作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并考核合

格。 

5 原材料 

面料 5.1 

按有关纺织面料标准选用符合本文件质量要求的面料。 

里料 5.2 

采用与所用面料的性能、色泽相适宜的里料（特殊设计除外）。 

缝线 5.3 

采用与面料辅料质量相适宜的缝线；绣花线的尺寸变化率与面料相适宜、钉扣线与扣的色泽相适应、

订商标线应与商标底色相适宜（装饰线除外）。 

纽扣、拉链及附件 5.4 

采用与面料相适宜的钮扣（装饰扣除外）、拉链及附件，应无残疵，经洗涤和熨烫后不变形、不变

色、不生锈、无残疵、无尖锐点和锐利边缘。 

6 设计 

应根据汉服生产加工企业的经营目标制定相应的设计目标，包括设计数量、质量目标等。 6.1 

应开展市场调研，做好面料、色彩、款式等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整理工作。 6.2 

根据市场调研结果，结合客户需求，制定科学的研发规划和可行性方案。 6.3 

对汉服开发的可行性方案进行综合分析、论证。 6.4 

汉服设计应以相关年龄组成人或儿童的人体测量数据为基础，形成面料遴选、色彩应用、款式设6.5 

计、工艺、安全等的整体方案。 

设计部门应与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保证各部门了解服装细节并向其他部门提供足够的产6.6 

品信息，合作完成汉服的生产。 

设计部门宜事先向生产部门提供完整的产品说明书，可以采用文字、图片、样板和/或样衣的形式，6.7 

包括但不限于： 

a) 服装的描述； 

b) 服装用途； 

c) 目标消费对象的年龄； 

d) 服装全部细节，至少包括： 

1) 尺寸规格； 

2) 面料、包括重量和结构； 

3) 缝线和服装结构； 

4) 生产过程中洗涤或其他处理工艺， 

7 生产流程 

生产准备 7.1 

7.1.1 根据技术资料，应分析并掌握生产流程要求，试制产前样品并封样，达到标准后召集生产相关

人员进行产前会议说明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等。 

7.1.2 应根据技术资料及确认样品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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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 7.2 

7.2.1 试样包括坯样试样、半成品试样、成品试样。特殊要求或协议除外。 

7.2.2 应根据汉服的款式进行设计，包括样式、尺寸以及工艺和装饰元素的选择。 

7.2.3 试样时应确定服装尺寸是否合适、合体。 

7.2.4 如果尺寸不符或某一部位不合体，应标记以便修改。差异较大时，应重新固定、调整至合适、

合体。 

制版 7.3 

7.3.1 应基于设计尺寸，按款式、工艺等要求处理样板数据，以保证裁剪的服装符合设计要求。 

7.3.2 应使用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原材料，制版及制作过程中考虑织物结构以及织物的缩水率、热缩率

等，以确保服装质量。 

7.3.3 应注意适当的缝份宽度，应根据服装款式满足部位的放缩需求。 

裁剪 7.4 

7.4.1 根据设计定型的要求，将面料按照规定的尺寸进行裁剪，得到适合的裁片。 

7.4.2 裁剪过程中应注意面料的纹理、颜色等因素，确保裁剪出的裁片符合设计要求。 

缝制 7.5 

7.5.1 将裁片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式进行缝合。在缝制过程中，应使用专业的缝纫设备和工具，按照

规定的工艺流程进行操作。 

7.5.2 应注意缝线的质量、线迹的平整度和牢固度等因素，确保缝制出的服装符合质量要求。 

绣花 7.6 

绣花一般分为刺绣和织造两种。刺绣是将丝线绣入面料中，形成各种图案和花纹，织造则是通过机

械或手工织绸缎等丝织品，将花纹和图案编织其中。绣花工艺应选择经验丰富的绣花工人进行操作。 

整烫 7.7 

在整烫过程中，应使用专业的烫台和工具，对服装进行整理和熨烫。通过整烫处理，可以去除服装

的毛边、褶皱等缺陷，使服装更加美观和舒适。同时，应注意温度和时间的控制，避免对服装造成损伤。 

包装入库 7.8 

在完成整烫处理后，应对服装进行严格的检验和包装。检验主要包括检查服装的外观、尺寸、细节

等方面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包装则包括对服装进行清洁、整理、折叠、装箱等操作，确保服

装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受损坏。同时，应在包装上注明品牌标识、尺码等信息，以便消费者辨认和选

择。 

8 产品质量控制 

号型规格 8.1 

8.1.1 号型设置按 GB/T 1335（所有部分）的规定执行。 

8.1.2 主要部位规格按 GB/T 1335（所有部分）有关规定自行设计。 

生产管理 8.2 

8.2.1 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组织汉服的生产加工。 

8.2.2 应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实施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全过程质量管理。质量管理体系

的建立和运行应按 GB/T 19001 的规定执行。 

9 生产记录 

记录内容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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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汉服生产加工记录制度，生产记录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e) 原材料； 

f) 设备运行参数； 

g) 操作人员； 

h) 产品质量； 

i) 产品规格； 

j) 产品数量。 

记录保存 9.2 

各项生产记录及档案资料应有专人负责记载，系统整理，妥善保存以备溯源，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