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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验货即公证验货，是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按委托方或买家要求，对代表委托

方或买家对供货质量及定货、购销合同中的其他相关内容进行检查验收的一项活

动，以查验货物是否满足合同要求和买家的其他特殊要求。

随着消费者环保、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于服装的质量要求也日益提高。

除了注重成品的舒适性、安全性和功能性之外，消费者也开始对产品从原料到成

品的各个阶段的品质提出要求，关注供应链的源头把控，在进出口贸易或国内贸

易中，验货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通过验货，可以帮助客户尽早发现货物中存在的

质量问题，有助于尽快地解决问题以实现货物的按时保质交付，避免因交付劣质

货物而导致的品牌名誉及经济等各方面的损失。

查验供货方所供货物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

能及时有效避免交货上的延误和产品的缺陷，在第一时间采取应急和补救措施；

同时，也可以减少或避免由于收到劣质产品而引起的消费者投诉、退换货及商业

信誉的损失。降低因销售劣质产品而引发赔偿、行政处罚的风险。核实货物的质

量和数量，避免合同纠纷比较和选择最佳的供货商并获得相关的信息和建议，减

少为监控和检验产品所支出的高额管理费和人工费。

目前，国内缺少对服装验货操作进行相应的规范，从事服装验货的第三方公

司也相对少。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纺织品服装企业及相关贸易企业对服

装验货越来越重视。因此，服装验货指导操作规程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

2019年 2-4月，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开展了服装验货操作规范的

相关研究，以大量的走访服装生产企业以及第三方验货公司为基础，建立服装验

货操作规范并申报 2019年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团体标准。2019年 7月，中

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发布了《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关于下批准》，对《服

装验货操作规范》技术规范文件予以立项，计划编号为 P/CIQA-27-2019。

1.1 标准起草组成立

2019年 4月至 6月，对广东省省内第三方服装验货公司进行调研，为技术

规范立项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2019年 7月，成立规范起草工作组，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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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任务分工

1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组长单位，总负责单位

标准编写、信息收集和整理、技术指导

和建议、组织协调、项目调研

2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标准编写、技术建议、项目调研

3 江门海关技术中心 技术建议、项目调研、需求分析

2. 立项的必要性和拟解决的问题

随着消费者环保、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于服装的质量要求也日益提高。

除了注重成品的舒适性、安全性和功能性之外，消费者也开始对产品从原料到成

品的各个阶段的品质提出要求，关注供应链的源头把控，在进出口贸易或国内贸

易中，验货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通过验货，可以帮助客户尽早发现货物中存在的

质量问题，有助于尽快地解决问题以实现货物的按时保质交付，避免因交付劣质

货物而导致的品牌名誉及经济等各方面的损失。

查验供货方所供货物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该

项目关键技术与技术难点在于服装验货质量检验标准清单参数设置及考核方式，

针对具体的的服装验货要求能快速的形成服装验货基本规则，从而制定抽样计划，

开始进行服装验货前期工作，拟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关键技术。该项目的研究

及预期成果将为规范服装验货提供技术支撑和标准依据，进一步促进服装验货行

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该团体标准创新优化了服装验货的质量检验标准，分别从物

理外观标准、做工标准、包装分类与标识标准、化学有害物质（必要时）、服装

配件等方面设置相应的参数进行验货。在服装验货环节，根据不同的方面，比如：

运输包装、标签标注、材料、配件、生产工序、外观等，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缺陷

分析及判断，并综合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直观、方便查询。同时，服装验货的符

合性审查原则，包括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标准对服装质量的规定等；与服

务客户依据验货要求，快速制定验货的抽样计划；具体服装验货的质量检验标准

清单参数设置及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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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框架和内容的确定

3.1 编制原则

随着消费者环保、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于服装的质量要求也日益提高。

除了注重成品的舒适性、安全性和功能性之外，消费者也开始对产品从原料到成

品的各个阶段的品质提出要求，关注供应链的源头把控，在进出口贸易或国内贸

易中，验货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通过验货，可以帮助客户尽早发现货物中存在的

质量问题，有助于尽快地解决问题以实现货物的按时保质交付，避免因交付劣质

货物而导致的品牌名誉及经济等各方面的损失。第三方服装验货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热点，制定“服装验货操作规范”团体标准本着“公正公平，指标合理”的

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服装验货健康发展为目标，以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政策和指导意见为根据，积极借鉴国内外服装验货相关研究报告和文

献，并遵循“规范性、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的原则，通过制定和实施技术

规范，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1）规范性

本规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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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7年修订）的要求进行编制，

并参照了国内相关标准的编写习惯，保证了标准的规范性。

2）科学性

本规范制定前，起草小组首先搜集整理了了国内外服装验货操作规范相关文

献和研究报告，调查了第三方服装验货的行业概况、服务质量状况、服装企业验

货需求等，掌握了实际数据和资料，保证了规范制定的科学性。

3）先进性

本规范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查阅了国内外服装验货操作规范的相关法律法

规、标准资料和科研论文，并在制定过程中多次与行业内专家进行了咨询和讨论，

确保了服装验货操作规范中相关的验货指标评价参数以及参数设置等等技术要

求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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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行性

本规范的制定应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相关方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本规范

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我国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

行业现状，并多次与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代表、企业代表、行业代表就检

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评价内容及技术要求进行讨论，保证了技术规范的可

行性。

3.2 确定规范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规范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的要求进行编制。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结合各自单位有关服装验货操作规范中抽

检方法、验货步骤和规则、质量检验标准、缺陷判定等方面进行规范团标的主要

内容。

3.3 标准框架和内容

标准文本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验货依据、抽样、质量

检验标准清单、服装验货步骤、检查及缺陷判定和报告共 9章。技术要求主要物

理外观标准要求、做工标准、包装分类与标识标准等内容。

4. 与现行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现行《标准化法》和《质量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与现行法

律法规无冲突和违背情况。

目前，截止项目启动前，国内外没有专门针对服装验货的操作规范或标准。

本规范作为服装验货的第一个技术规范，为服装验货操作规范实施提供技术依据。

同时为了便于监管，试验方法在保证科学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尽量与目前国家、行

业标准保持一致。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现行标准协调统一，无矛盾。

5. 工作过程

为使制定的技术规范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及区域适用性，规范起草工作组展

开了大量的调研、研讨和征求意见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包括：



7

5.1 各项指标制定

2019年 11月 6日，在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开展“服装验货操作规范团体标准

研讨会-第 1次会议”。结合调研情况，确定标准编制思路，在总结、分析服装验

货的范围、服务群体服务质量、服务效能等基础上，参考第三方验货相关行业的

标准，结合我国服装行业第三方验货的现状，初步确定本规范中验货依据、抽样、

质量检验标准清单、服装验货步骤、检查及缺陷判定，形成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

的工作组讨论初稿。

2020年 8月 28日，在广东省江门市开展“服装验货操作规范-第 2次会议”。

会议对团体标准中服装验货的依据、抽样、质量检查及缺陷判定进一步明确和细

化，增加了本标准适用于也可依据本标准制定适应企业自身对服装进行验货的要

求，并于 9月中旬形成工作组讨论初稿。

图 1 团体标准第二次讨论会-广东江门

在研讨会上专家对服装验货操作规范，尤其是引入第三方服装验货公司，更

有利于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广泛讨论。专家建议验货依据应更广泛、

更实用、更满足不同服装企业或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有些指标是要进一步量

化，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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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5.2.1 服装验货的相关定义

验货即公证验货，是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按委托方或买家要求，对代表委

托方或买家对供货质量及定货、购销合同中的其他相关内容进行检查验收的一项

活动，以查验货物是否满足合同要求和买家的其他特殊要求。

致命缺陷：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危险，人身伤害，不安全状况的缺陷；造成

商品不符合强制法规的缺陷。

严重缺陷：可能影响商品可靠性和可用性的功能缺陷；影响商品使用和销

售价值的缺陷。

轻微缺陷：不符合要求但不影响产品使用和销售的缺陷；不明显的缺陷。

5.2.2 服装验货的依据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反复研究和讨论，确定了团体标准-服装验货操作规范的

依据：

1）参考相关服务评价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者经依

法备案的企业标准以及起草组与第三方服装验货公司意见反馈等确定各项服装

验货要求指标。

2）凡供需双方另有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按合同或协议规定进行检验，但应

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规定。

3）各要求均符合我国现行服装生产能力与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可行。

5.2.3 服装验货原则

本标准主要从独立性、客观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考虑：服装验货组织

或服装验货人员应独立进行，不应受任何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预。服装验货组织

或服装验货人员应秉持公正的立场进行，应按照客观事实情况进行服装验货及缺

陷判定。服装验货应涉及物理外观标准、做工标准、包装分类与标识标准、化学

有害物质（必要时）、服装配件等方面，既不应有所疏漏，也不能以偏概全。服

装验货结论应切合服装生产企业及委托方的实际情况，验货程序应切实可执行，

验货报告应具有规范、完整、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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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服装验货操作规范的流程

服装验货操作规范从其样品抽取、质量检验标准清单、服装验货步骤、检查

及缺陷判、报告 5个方面展开，并根据企业或者委托方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

的抽样标准，按照具体的质量检验标准清单，应当结合服装验货提供者业务的实

际特点给予评价要素或者指标明确的解释，建立可操作的服装验货操作规范。

抽样标准主要是依据ANSI/ASQ Z 1.4 按属性检查用取样程序；抽样数

量：一般二级验货数量（ IPC）、一级水平基于提交的数量(DUPRO & FPC)。

5.2.5 质量检验标准清单

质量检验标准清单主要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物理外观标准；第二是做工标

准；第三是包装分类与标识标准，具体清单如下：

1）物理外观标准

--款式；

--材料；

--颜色；

--尺寸（要求：15%的样品，每种尺寸至少提供 3件）；

--重量；

--气味；

--湿度。

2） 做工标准

--纤维与材料质量；

--清洁度；

--缝纫质量；

--配件（配饰）组装质量；

--印花与刺绣质量；

--标签。

3）包装分类与标识标准

--纸箱数量与分类；

--包装方法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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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与侧标。

5.2.6 服装验货步骤

服装验货步骤是本团体标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技术文件审查、

生产状况、包装与标识、数量或类别检查、款式对比、材料（触感）、颜色对比、

尺寸测量、重量检测、表观质量检验（做工）、其他检测。其中生产状况包括订

单量、提交的数量和生产状况核查三方面。具体服装验货步骤如下：

1）技术文件审查

检验员应简要审查必要的文件和验货所需的工具。

必要的文件具体如下：

--订单发票；

--装箱单；

--信用证复印件；

--产品规格（如尺寸规格、草图等）；

--次品（瑕疵）分类；

--生产部门说明；

--空白的验货报告；

--验货工具（如卷尺、厚度计、拉力计、表夹、次品贴纸、草图等）；

--其他。

2）生产状况

订单量：每份订单的单位总数。

提交的数量：供验货所提交的数量，可能指工厂申报的实际装运量。

生产状况核查：

-成品的百分比：货物与已完成组装并准备验货的装运量的百分比；

-生产各阶段的百分比：货物与已完成组装但仍处于生产中的装运量的百分比；

-已装箱（出口用）的百分比：货物与已装箱的出口装运量的百分比。

3）包装与标识

针对规格检查下列内容，并报告实际发现与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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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材料；

-包装方式；

-包装大小；

-内外包装；

- 标签与吊牌；

-装运标识、侧标与原标识；

-包装状况；

-包装尺寸；

-其他。

4）数量或类别检查

根据装箱单与纸箱标识，针对下列内容检查每只纸箱：

-每只纸箱的装件数；

-根据每份装箱单与纸箱标识检查款式、尺寸与颜色分类；

-款式；

-尺寸分类--固定或分类的尺寸比例；

-颜色分类--固定或分类的颜色比例；

-根据每份吊牌与塑料袋印花，检查款式、尺寸与颜色。

5） 款式对比

根据规格与参考样品，针对下列内容对款式进行对比：

--款式；

--构造（如接缝结构等）；

--缝纫方式（如针织种类等）；

--每英寸的缝针；

--配饰（如种类、位置、品牌等）；

--印花（如设计、尺寸等）；

--刺绣（如设计、尺寸、缝针密度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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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材料（触感）

通过手感和触摸将材料与参考样品进行对比。

根据下列内容对材料进行评价（触感）：

--与参考样品相似；

--稍硬，更硬；

--稍软，更软；

--稍厚，更厚；

--稍薄，更薄；

-其他。

7）颜色对比

根据下列内容将颜色与参考样品进行视觉对比：

-贝壳面料颜色；

-衬里面料颜色；

-印花颜色；

-其他。

根据下列内容对色调批次进行评价：

-相似；

-稍浅，更浅，明显更浅；

- 稍深，更深，明显更深；

-稍亮，更亮，明显更亮；

-稍暗，更暗，明显更暗；

-不同色调；

-其他。

备注：灰度检查方法与等级划定适用于客户有要求的情况，结果仅为初

步性与指示性结果。

获取不同色调批次的样品或织物样品，尤其是色差大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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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尺寸测量

根据客户提供的产品规格对尺寸进行测量。如因客户无法提供相关信息

而导致尺寸仅基于工厂规格，尺寸规格供客户参考。

每种尺寸至少提供三件，对 15%的样品尺寸进行测量。附件为推荐的尺

寸测量公差（客户有指定要求的情况除外），适用于单一测量法。

9）重量检测

对编织服装与绗缝服装的重量进行检测，并相应地采用下列测重方式：

-产品样品每种尺寸的重量（每种尺寸测 3件，并记录每件的检测数据）；

-编织服装：每种尺寸与颜色各一件，若只有一种颜色，则每种尺寸至少

测三件；

-参考样品的每种尺寸的重量；

-将实际测出的重量与产品规格与参考样品进行对比。

10）表观质量检验（做工）

根据正确的抽样计划对做工进行检测，用红色箭头形状的次品贴纸标示

出所有的服装次品。汇报每件服装中最严重的次品，并以“主要次品”或“次要

次品”进行分类。

根据下列内容对瑕疵进行分类:

-总体清洁度与外观；

-材料错误（指出哪一类材料出错）；

-缝纫瑕疵；

-配饰瑕疵；

-其他瑕疵。

11）其他检测

其他检测主要包括：气味（如漂白剂、洗涤剂等），湿度与潮湿情况，霉

菌，以及重金属元素检测：如客户要求，工厂须对子样进行重金属元素检测，可

委托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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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检查及缺陷判定

服装检查及缺陷判定具体参考如下表：

表 1 服装验货缺陷判定

疵点描述 致命 严重 轻微

1.运输包装

如有列出的情况需备注在报告中

外箱鼓起

破损/潮湿/压坏/变形的外箱

破损的唛头或标识

未加防潮袋

外箱或内箱未装满有多余的空间

刺激性气味

木质托盘的做工粗糙，比如结构错误，木板太薄
或者太窄，木板压断了，螺丝接口松动等

瓦楞纸板强度不够

托盘堆叠或者货物在木板上的堆叠不稳

木质托盘或者外箱霉变 *

密封或者捆绑货物的材料和方式不符合客户要
求，如封箱方法不对，未使用 LOGO封箱胶带

*

箱子内有尖锐器具，诸如刀，刀片，剪刀等 *

外箱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比如瓦楞层数，密封
破损，箱体结构的连接方式不符-用胶水或者钉

子等

*

标签遮挡不清、箱口未加封箱贴 *

错误的配比，错误的包装 *

2. 销售包装

产品内部或者外部的表面有异物（诸如：修剪过
的线头，异纤或者灰尘等） *

衣架挂不住货品 *

吊牌藏在衣服内，透过胶袋包装看不见条形码

（未按照要求） *

包装袋规格与衣服不适宜 *

胶袋里的产品外观不良，比如：领形不对称，肩
部不对称，领子不对称，挂在衣架上会歪斜 *

成衣上面的绳类和腰带类在包装时没有系成蝴

蝶结 *

产品没有按照要求折叠，或者包装处起皱或有压

印，褶皱痕迹等 *

钉子暴露在外，或者钉子的尖角曝露在外 *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品的包装中不应使用金属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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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锐利物

破损/错误的衣架，衣架上的尺码环错误或者缺失 *

破损或者潮湿的包装盒/胶袋 * *

异物：

• 霉变或者血迹

• 婴儿用品（0-3 岁）和一次性用品上有毛发

• 婴儿用品（0-3 岁）上有虫子

• 其他

*

*

*

*

衣架/夹子 压痕 * *

一套产品中有不正确的尺码或者颜色的产品 *

包装盒或者胶袋上印的尺码，款号，数量，颜色

不正确 *

刺激性气味/难闻的气味 *

拷贝纸和干燥剂的品质及规格不符 *

3.标签，标注，印刷（销售包装和产品）

可贴身穿着的婴幼儿（0-3 岁）服装上的耐久性

标签，正常穿着时与皮肤直接接触 *

标签缝制不牢 *

标签商业信息被止口/线迹遮盖，无法读取 *

标签正反面，上下方颠倒 *

标签与挂牌信息不一致 *

错码 *

吊牌/标签/标识放置错位 *

吊牌/标签遗失或者脱落（非强制性标签） *

条形码印刷不良：

• 无法扫描

• 依旧能够扫描且结果正确
*

*

标签/标识/印刷不清楚或模糊 * *

由于标签车缝导致的纱线损伤 *

4. 材料

4.1 面料

粗纱/细纱，断纱，跳纱，飞花/色纱/纱线污损，

抽丝，修布/修补痕，松针，收缩痕，勾纱和花针

等：

• 严重的, 或者在明显区域（A 区）且尺寸 ³

1/2”的。

• 其他

*

*

色条 * *

色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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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破裂/破洞/漏针/脱散/单纱/针路 *

手感与封板标样不同 * *

漏印 * *

棉结/表面起球：

• 超过 5个棉结，或者在明显区域每 0.01 平方

米有起球

• 超过 5个棉结，或者在非明显区域每 0.01 平

方米有起球

*

*

掉毛 * *

套版不准 *

面料纬斜/弓斜（弓纬）：

• 斜率超过 5%

• 斜率达到或者少于 5%，可见
*

*

肚纱（注意：正常粗细的大肚纱对于亚麻织物来

说是面料的特点，不是疵点） * *

沾色、互染、色差 *

印花污迹 * *

染色不均 * *

4.2 皮革

擦花 * *

皮革脆裂 * *

皮革皲裂/破损，皮革上有洞 *

褪色，涂层剥落 * *

胶水痕/锤击痕/铅笔痕/纽扣或衣架压痕 - 如果
超过 1.5 cm ，属于严重疵点 * *

手感不同 *

皮质松软/粗面/龟纹 *

定位针孔/虫蚀眼 * *

划痕/血筋/割痕 * *

褶皱 * *

4.3 PU / PVC

折痕 * *

表面有黏性 *

开裂/破损 *

5. 配件（纽扣，按扣，饰钉，铆钉，拉链，搭扣，
钩攀）

配件脱落/不牢：
• 如果是 0-3 岁的婴儿产品中的小部件

• 对于其他尺寸的配件或者其他年龄段的使用

者

*

*

型号、品质与封板标样不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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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洞过大/过小，钮洞毛边 * *

配件损坏 *

配件有刮手的毛刺、尖点、利边 *

拉链底部/顶端有空隙 - 如果超过 1.5 cm，为严

重疵点 * *

不正确的纽扣钉法 *

配件功能损坏、缺失、不能正常使用 *

配件错位 * *

配件掉漆 * *

金属配件氧化或者生锈 *

异味、背胶不牢（主要针对平面类标识，如胶牌、
皮牌、立体花、装饰物等） *

6. 生产工序

6.1 粘合衬

粘合衬起皱/叠起 * *

粘合衬起泡 * *

黏合不完整 * *

粘合衬缺失 * *

黏合过度（粘合衬透印） * *

对格、对条不符合工艺要求 *

6.2 绣花

图案设计不符合要求 *

绣花破损 * *

绣花错位：

• 错位超过 1.5cm，或者尺寸较小但是很明显

• 错位超过 1.0cm，或者尺寸较小但是很明显
*

*

绣花缺失 *

绣花针脚质量差（太松/紧）：
• 严重的, 或者在明显区域（A 区）且尺寸 ³

1.5cm的

• 其他的

*

*

针脚稀疏 * *

6.3 印花

褪色 * *

印花模糊 * *

不当的印花位置/图案/质量：

• 不符之处如超过 1.5cm，或者尽管尺寸较小

但是很明显
• 不符之处如超过 1.0cm，或者尽管尺寸较小

但是很明显

*

*

印花疵点（漏印，溢色，套版不准，断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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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 或者在明显区域（A 区）且尺寸 ³

1.5cm的。

• 其它

*

*

6.4 裁剪

裁剪歪斜（丝绺不直） *

冲钻孔 *

不正确的毛向 *

6.5 缝制

单丝线 （鱼丝线）用于 0-14 岁的儿童衣服 *

有断针 *

一排针孔/由修补形成的针孔 * *

断线：

• 对于锁链线：断一针或更多

• 对于平车线：在A区断一针

• 对于平车线：在 B区断一针，但是在拉力的

作用下不会继续脱散

*

*

*

线缝或针脚歪斜/扭曲/成波浪状：
• A区: ≥ 1.0cm B区: ≥ 2.5cm

• A区: < 1.0cm B区: 1.0- 2.5cm
*

*

过度的针脚（乱线） *

重叠的线迹/接线/缝线双轨：
• 对于装饰性的线迹，对比性线迹等等，在 A

区且颜色不匹配

• 对于装饰性的线迹，对比性线迹等等，在 B

区且颜色不匹配

• 在 A区且颜色匹配，但是超过 3针的以上疵

点

*

*

*

暗缝线外露 * *

底层外露/ 定位线（游线）外露 * *

送布牙痕 * *

破边（散边） * *

不正确的或者不规则的针脚密度（每 2.5cm 差

异为+/-1 针） * *

针脚过松/过紧：
• 导致接缝稀路或缝明显起皱

• 轻微的并且尺寸³ 5 cm
*

*

回针缺失/接缝不牢 * *

套结缺失（漏打枣） *

针孔 *

爆口 *

打褶 * *

起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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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坑：

• 两针或者更多

• 一针
*

*

线缝松脱（接缝滑移） *

缝线不符合要求 * *

跳针：
• 对于锁链线：跳一针或者更多

• 对于平车线：跳两针或者更多
• 对于平车线：跳一针

*

*

*

线迹凌乱 * *

针脚间距不均匀 / 缝头（止口）不足，如果沿边

超过 1.0cm，属于严重疵点 * *

6.6 装配

橡筋缠绕扭曲 * *

变形 * *

冲钻孔外露 *

里布外露 * *

毛边 / 缝头（止口）外露 * *

贴边底层外露 * *

不当黏合 * *

接缝不对齐：
• A区: ≥0.3cm B区:≥ 0.5cm

• A区: < 0.3cm B区: <0.5cm
*

*

条纹/格子/印花/绣花错位：

• 对于图案的循环尺寸不超过 1.5cm，错位偏

差超过半个循环；对于图案的循环尺寸超过

1.5cm，错位偏差超过 0.5cm

• 对于图案的循环尺寸不超过 1.5cm，错位偏

差不超过半个循环

*

*

面料或者其他材料的正反面颠倒 *

衬里太紧 *

橡筋不均 * *

丰满度不均 * *

6.7 熨烫

熨烫不良 - 熨烫痕/起镜/极光 /烧焦痕/焦黄斑 * *

由于熨烫导致的皱 * *

表面上光泽不均（汽路） * *

由于熨烫不当产生的拉链或者纽扣的压痕 * *

6.8 水洗和特殊效果

不均匀的水洗效果 *

不符合要求的水洗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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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痕 * *

7. 外观

血迹 *

异物：

• 发霉/霉变

• 婴儿用品（0-3 岁）和一次性用品上有毛发

• 婴儿用品（0-3 岁）上有虫子

• 其他

*

*

*

*

婴儿产品（3岁以下）上的小部件或装饰件缝制
不牢 *

尖锐边/角 *

产品的部分或者全部受潮 *

产品(左右，等) 不对称

如果差异在 0.5cm 和 1.0cm 之间，则为轻微

疵点；超过 1.0cm，则为严重疵点 *
*

同一件产品上有色差，或者同一销售单位中的不

同产品之间有色差：

• 严重：在明显区域色差为灰卡等级 4级或低
于 4级

• 不严重：在非明显区域色差为灰卡等级 4级

*

*

色污/圆珠笔/污迹/墨水/油污/胶水痕：

• A区: 任何尺寸 B区: ≥ 0.5cm

• B区: < 0.5cm
*

*

粉笔痕
A区 (若在 B区则只需备注在报告中)

*

刀痕/剪刀口 *

纱线污损：

• A区: 任何尺寸 B区: ≥0.5cm

• B区: < 0.5cm
*

*

未修剪的线头：
• 产品的外部或者内部≥0.5cm，或者同一条

缝有3个或者3个以上没有修剪的缝头/线头（长

度> 1.0cm）

• 产品的外部或者内部：1.0cm-2.5cm

*

*

未修剪的线圈

针对 0-3 岁婴幼儿服装，产品的内部成圈的线

圈，直径超过 1.0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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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服装验货报告

服装验货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内容：

---撰写详细检验报告。

---检验后，向厂方代表出示所有差距，包括色调批次、次品（瑕疵）与备注

（注释）。

---向厂方代表出示检验报告，并让其在报告上签字确认。

---若厂方代表拒绝签字，请说明原因。

---其他事项：

- 天气情况；

-检验情况（如检验环境、于桌上或纸箱上完成检验、灯光等）；

- 包装情况（如纸箱受损或浸湿、二次检验途中发现塑料袋上有重复密封标

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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