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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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四子王旗四子部落传统手工艺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质量与品牌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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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四子王锦绣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四子王锦绣的材料和工具、分类、制作工艺、技术要求、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四子王锦绣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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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四子王锦绣 siziwang jinxiu

以产自四子王旗特定区域内的羊绒、戈壁双峰驼绒等为主要原料，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加工技术，

采用刺绣、缝制、擀毡等工艺加工形成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产品，主要分为“服饰类”和“羊绒

驼绒工艺类”两大类。

4 材料和工具

4.1 材料

4.1.1 布料与绒料

4.1.1.1 羊绒：应选用产自四子王旗区域内的羊绒，绒纤维细度适中，色泽自然、富有弹性，净绒率

不大于 65%、平均纤维直径大于 16μm、含杂率不大于 1%。

4.1.1.2 驼绒：应选用产自戈壁双峰驼的驼绒，绒毛应洁白、柔软、弹性良好，纤维长度均匀，无异

味、杂质含量低。

4.1.1.3 服饰类用布料：应选用质地细密、手感柔软、色牢度高的天然材料，如棉布、斜纹布、丝绸、

绸缎、羊毛、绢等，表面应无明显瑕疵，不得使用含有有害物质的面料。

4.1.2 绒线

应使用具有良好韧性、色牢度高、不褪色的天然蚕丝线、棉线或环保染色羊绒线。

4.1.3 镶边装饰材料

应选用彩绸、绒布、花边等，色彩应鲜明、图案协调、耐磨耐洗，符合服饰整体美观性要求。

4.1.4 辅助材料与装饰件

所用盘扣、金属扣、装饰纽扣等应结构牢固、表面光滑，不应有毛刺、生锈等现象；所用染料、防

虫剂、防霉剂、柔软剂等应符合GB 18401的相关规定，选用天然或环保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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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具与设备

4.2.1 服饰类制作工具与设备

4.2.1.1 裁剪工具：包括剪刀、划粉、软尺、纸样模板等，传统工艺亦可依经验手裁，无须固定模板。

4.2.1.2 缝制工具：包括手工缝针、缝纫机、剪线器、固定针等，用于结构缝合及细节加固。

4.2.1.3 刺绣工具：包括刺绣针、绣框、放大镜、定位笔等，适用于手工或半自动刺绣作业。

4.2.1.4 整烫与整理设备：包括蒸汽熨斗、蒸压整型机、除尘器、静电消除器等，用于成品外观整理

与提升使用性能。

4.2.2 羊绒/驼绒类工艺品工具与设备

4.2.2.1 传统擀毡工具：包括抽棍儿（红柳枝制成）、爬犁柱（用于卷毡）、母毡（上一年未压成型

毛毡）、毡捆绳（由马鬃、马尾搓制）、挤奶桶（用于均匀泼水）、毛绳等。

4.2.2.2 牵引设备：用于拉毡成形的马，配合爬犁柱、铁毂圈等装置牵引毡捆完成压实。

4.2.2.3 压毡辅助工具：包括适用于“肘压”或“对压”的人工操作工具、压毡用木板、毡垫等，用

于增强毛毡致密度和成形稳定性。

4.2.3 检验与测量设备

密度计、色牢度测试仪、电子称等。

5 分类

5.1 服饰类

包括蒙古袍、羊毛皮袍、羔皮缎袍、马蹄长袖斜纹布夹袍、女式节庆袍、坎肩、奥吉、腰带、靴子、

帽子等。

5.2 工艺类

包括由羊绒、驼绒等材料制成的毡子、毡靴、毡帽、毡袜、地毯、蒙古包帡幪、鞍屉、车挂、坐垫、

棋盘、手工摆件、文创礼品等。

6 制作工艺

6.1 服饰类制作工艺

6.1.1 工艺流程

布料准备→传统裁剪→缝制成型→镶边装饰→图案设计与刺绣→钉扣与细部修饰→整烫与后整理

→成品检验→包装标识。

6.1.2 加工要点

6.1.2.1 布料准备

根据服饰功能（如袍服、坎肩、节庆袍等）选取相应布料，如绸缎、绢、羊毛布等，布面应洁净、

无破损、无色差。

6.1.2.2 传统剪裁

按体型与款式要求裁剪身片、袖片、领片等部件。传统工艺中多凭手艺经验裁剪，无固定模板，讲

究比例协调与人体适配性。

6.1.2.3 缝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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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缝纫机与手工缝合相结合的方式，缝合过程中注重结构合理性与牢固性，尤其应加强肩部、腋

下、袖口等易受力区域。

6.1.2.4 镶边装饰

在领口、大襟、垂襟、袖口、袍边等部位，选用彩绸、绒布等材料进行装饰镶边，要求走线平直、

转角圆润，整体风格与图案统一协调。

6.1.2.5 图案设计与刺绣

图案应体现蒙古族传统文化元素，如几何纹样、植物纹、吉祥图腾等。图样可采用手绘或数字设计

方式，经样品审定后实施刺绣，可使用纯手工、半自动或机绣方式，要求图案清晰、绣线均匀、层次丰

富。

6.1.2.6 钉扣与细部修饰

按设计要求安装布质盘扣或金属扣，位置准确、牢固耐用。装饰件与纽扣应与整体服装风格相协调，

不得使用生锈、裂损部件。

6.1.2.7 整烫与后整理

刺绣完成后进行整烫、定型、剪线、除尘、防静电处理，提升成品服装的平整度与穿着舒适度。

6.1.2.8 成品检验与包装标识

按照技术要求对尺寸、图案、绣工等进行检验，合格后粘贴合格证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装入定制

包装盒。

6.2 羊绒/驼绒工艺品类制作工艺

6.2.1 工艺流程

原料采集→分级与清洗→抽毛与铺毛→浇水固形→卷毡准备→拉毡成形→压毡定型→坠毡整平→

晾晒修整→成品检验→包装标识。

6.2.2 加工要点

6.2.2.1 原料采集与分级

在剪毛季节采集当地羊绒或双峰驼绒，按毛色（白、棕、蓝等）、毛质（大毛、羔毛）进行初步分

级，剔除杂质异物。

6.2.2.2 清洗与干燥

将采集毛料用清水清洗，去脂去尘，晾干后备制抽毛。

6.2.2.3 抽毛与铺毛

在干净牛皮或毛毡上，铺设薄层羊毛，由两至四人使用红柳枝制成的抽棍儿反复抽打，使羊毛蓬松

疏散。抽毛完成后按规定厚度均匀铺设于母毡上。

6.2.2.4 浇水固定

使用挤奶桶等工具以拍洒方式向毛层均匀洒水，切忌一次性倒水。操作过程中保持湿润均衡，以利

后续拉毡成形。

6.2.2.5 卷毡与拉毡

将湿润毛层卷绕于爬犁柱上，用毛绳（毡捆儿）捆紧，借助牛、马或骆驼在平坦场地上反复拉动毡

捆，借助反复摩擦与压实完成初步成形。

6.2.2.6 压毡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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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毡完成后，通过“肘压”或“对压”工艺对毛毡进行压紧。“肘压”由十余人沿一侧反复压实，

“对压”则为从两侧向中间卷压，使毛毡密度更加紧实均匀。

6.2.2.7 坠毡整平

将毛毡横向折叠三层，由多人将其举高后反复坠地（不少于九次），形成平整、厚薄一致的毛毡。

6.2.2.8 晾晒与修整

坠毡完成后，将成品摊于洁净通风处自然晾干，不得暴晒。最后修整棱角、去除毛边，确保成品边

缘整洁、图案端正。

6.2.2.9 成品检验与包装标识

按技术要求对尺寸、外观、一致性等项目进行检验。合格品应贴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相关标签，

并按类别进行包装。

7 技术要求

7.1 工艺质量要求

7.1.1 服饰类产品

7.1.1.1 缝制工艺：线迹均匀，针距一致，不应有跳针、漏缝；接缝部位应牢固、顺直，内衬熨贴平

整；各部件缝合准确、对称、结构合理。

7.1.1.2 刺绣质量：图案完整清晰，绣线平整服帖，无线头、脱线；色彩搭配协调，无明显色差；关

键图案部位无错位、脱漏。

7.1.1.3 装饰与收边：镶边应牢固对称，宽度均匀，边角整齐；盘扣、花边应牢固、位置准确，与整

体风格统一。

7.1.2 羊绒/驼绒工艺品类产品

7.1.2.1 毛毡成形：毡体厚薄均匀、密实度良好；表面平整无破洞、无起层；四边轮廓整齐、无翘边、

毛刺；图案布局合理、无跑偏变形。

7.1.2.2 物理性能：拉伸强度、回弹性、耐压性能应满足使用功能需求；色牢度（耐水洗、耐摩擦）

≥3级。

7.2 结构与外观要求

7.2.1 绣品图案应清晰完整、对称协调，色彩过渡自然。

7.2.2 绣面平整无皱折，无明显跳针、漏绣、断线、结头等现象。

7.2.3 产品表面应洁净，无油渍、污点、孔洞等影响使用或美观的缺陷。

7.3 手感与舒适度要求

7.3.1 手感应柔软顺滑、富有弹性。

7.3.2 佩戴或使用过程中应无明显刺痒感或静电感。

7.3.3 长期使用不应发生明显形变或起毛球现象。

7.4 一致性

7.4.1 同一批次产品在图案、色彩、尺寸及绣法上应保持高度一致。

7.4.2 不得混入外来图案或不符合样品要求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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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

8.1 标志

8.1.1 所有产品应附带永久性标签，标签内容应清晰、牢固，且符合 GB/T 5296.4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具体内容包括：商品名称“四子王锦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图样及注册号、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确保其完整、清晰、规范。

8.1.2 材质成分及比例，按照 GB/T 29862进行标注，使用说明应包括洗护方法及注意事项。

8.2 包装

8.2.1 外包装应牢固、整洁、防潮、防尘、防晒，并符合绿色环保要求。

8.2.2 包装设计应突出“四子王锦绣”地理特色与民族文化元素，如蒙古族图案、草原纹饰等。

8.2.3 每件产品应随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维护保养指南。

8.2.4 包装上应印有或贴附以下信息：品牌名称、产品信息、生产批次、执行标准、生产日期等。

8.3 储存

8.3.1 储存环境应干燥、通风、洁净，避免阳光直射，避免与酸、碱、油类及其他有害化学品同库储

存。

8.3.2 温度控制在 5℃～25℃，相对湿度不超过 70%。

8.3.3 产品应分类码放，垫高离地，不得直接接触地面，避免受潮。

8.4 运输

8.4.1 装运前应检查包装是否完好，破损产品不得出库运输。

8.4.2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污染性残留物。

8.4.3 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严禁摔、抛、踩踏；长途运输建议采用带缓冲材料的内衬纸箱或真空塑封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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