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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纺织织物工作流程制订程序,主要包括织物整理准备事项,客户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加工服装的特性

及原理,织物染整工作环境及管理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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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经染整加工的织物快速制定出合理工艺,
并适时监控,我们需要制定纺织物整理工作流程管理。

1 预定整理工艺

1.1 工艺设计

由具有一定经验的工艺人员,根据客户信息、工艺

设计表内容及提示,参照相关试样或大货工艺及有关

信息预定整理工艺,输入电脑。进入生产系统、工艺、
新工艺输入、工艺确认并键入品名。依照工艺编号及

符号规定、工艺设计表、相关工艺信息、工艺文件、客户

标准(要求)等逐一输入。选定工序、输入各工序的主

要工艺参数,确定是否需试颜色,并保存 (SAVE)前
述中输入的信息。整理工艺复核及确认必须由工艺组

长以上人员执行。
1.2 工艺确认

根据客户信息、工艺设计表内容及提示、相关试样

或大货工艺等有关信息以及生产经验,对所输入的预

定工艺进行检查(CHECK),必要时做出更正或补充。
1.3 确认大货前是否要试样

如不需试样直接确认大货工艺,在工艺备注及工

艺交接班本上,注写该品种染整加工的主要有关事项;
如需试样则在工艺交接班本上注明试样数量、试样目

的、主要检测或过程控制项目、其他注意事项等,安排

工艺人员跟踪试样。
1.4 试样记录

由具有一定经验和技术水平的工艺人员担任试样

记录,试样人员必须明确试样目的。试样加工过程中

的任何环节不能损害试样,如试颜色,必须保证不能沾

色、沾荧光,丝光工艺准确;而只作密度、缩水、滑移、强
力等物理指标试样时,则可以不考虑沾色、沾荧光与

否。试样是大货的先锋,要着眼于大货,有可行性、可
靠性。

对主要事项必须详实记录,如经历工序、各主要条

件,试样加工结束后必须将试样实际加工工艺输入系

统。
1.5 检测

外观品质检测 试验人员要对每一工序后的样布

检查外观品质,项目布幅、是否卷边、沾色、沾荧光等,
对不正常情况须记入“工艺跟踪归档报告”并立即向相

关工艺负责人报告,确定是否需补做;对新组织或新材

料试样须跟踪全加工过程。
内在品质检测 根据试样目的及要求、结合手测

情况对所要求的项目及其他边缘项取样测试,测试书

写按有关规定操作。
1.6 取样

所有测试样或建版样必须有代表样。取样记录必

须按有关规定执行。
取样按如下有效长度:测缩水70cm,测强力20

cm,测滑移30cm,测色牢度20cm,测pH20cm。试

样不合格时,需考虑重新试样,试样组长需对试样的结

果作审核,主要为可行性及可靠性。试样不合格时,若
经染整调整工艺条件后可能做到或可明显改善,可以

回修或注明大货改善;若非染整能力所能达到要求时,
则必须如实说明,要求技术部确认处理方式。

2 大货生产工艺

对不需试样的品种,在工艺检查(CHECK)时确认

大货工艺;对需试样的品种,试样后确定大货工艺。
过程控制是对所提示项目重点跟踪或检测。在丝

光前、定 型 前、预 缩 前 分 别 对 要 加 工 的 品 种 以 D-
CHECK,M-CHECK,S-CHECK形式进行工艺确认,
对颜色、布幅、定型配方及工艺(滑移、手感、撕破力、门
幅等)、物理指标(缩水、强力等)进行 (下转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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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节上做起,吊牌作为服装上的一个很小的细节,也
应该受到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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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innovationdesignofclothingtagswasmoreandmoreimportant.Thedirectionoftheinnovativedesignofthe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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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thingstorevisit,andcollecttingtagsforsorting.Theinnovationdesignofclothingtagscouldbeproceededfromtags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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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经检查确认后才可安排后工序生产。打版确定

定型加白加色配方,对加工完毕品种在1~2h内做出

全面鉴定。
各检查工艺鉴定无误时,计划员可安排后工序生

产。当加工完毕品种工艺鉴定无误时,工艺员在流程

卡“鉴定”栏签写“OK”并签名。各工序鉴定不OK时,
按照相关权限制定返工工艺及重新复核和修改。三班

工艺员可直接做出处理决定的情况有缩水不OK时的

处理,加白白度,加色颜色大货的跟踪及配方微调,手
感不OK时的工艺微调,丝光门幅未达工艺要求时的

处理,协助班长进行布面质量问题的处理,提供工艺支

持。工艺员处理时,需在相应流程卡及交接班本上记

录处理方案及签名。需工艺员及时发现、记录和反馈,
由相关工艺主管以上确认后才可处理的情况有:各工

序颜色对色不可正常OK,各工序对手感不可正常OK
时的工艺调整,定型配方及加白加色配方的确认,弹力

布干布工艺、免烫整理布免烫后的定型工艺。鉴定中

发现个别项尚不能判定,需进一步检测时,则立即做出

进一步检测事宜安排。

3 工艺总结

在生产加工完毕后,应将流程卡上记录的主要实

际工艺参数输入系统中“工艺回顾”栏,作为类似品种

加工或翻单时工艺制定以及进行工艺总结的参考。对

在生产中做出了调整的工艺参数,应由工艺组长以上

人员通过“工艺修改”栏,及时进行系统中工艺参数的

修改。在加工完毕后,工艺员应将实际加工的预缩工

艺参数输入“预缩工艺回顾”系统,供预缩工艺制订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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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workingprocessofprocedureswasintroduced,includingthepreparationoffabric,thequalityrequirementsofthe

customers,thecharacteristicsandprinciplesofprocessingclothing,thedyeingandfinishingworkenvironmentandmanagement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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