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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绒服装常见质量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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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近三年羽绒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数据的统计分析，总结出当下羽绒服装突出的几点质量问题。 结合相

关标准进行不合格原因分析，对企业提出改善意见，建议检测机构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服务力度和标准宣贯力度，为
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技术支持，也为消费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 羽绒服； 质量标准； 产品标准； 含绒量； 绒子含量； 纤维含量； 不合格原因

中图分类号： ＴＳ９４１．７３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２０４４（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５０⁃０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ｄｏｗｎ ｇａｒｍｅｎｔｓ

ＣＡＯ Ｙｕ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ｅｓｔｉｎｇ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 Ｌｔ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８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ｗｎ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ｏｔ ｃｈｅ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ｏｗｎ ｄｒｅｓ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ｏｗ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ｏｗ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ｉｂ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ｃａｕｓｅ

随着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如今羽绒服装可以做

到既轻薄又保暖，与传统羽绒服装相比，更具时尚感，
发展潜力巨大。

自对羽绒服装产品实施监督抽查以来，其整体质

量状况良好，但随着时尚、运动品牌的介入，以及电商

平台低价羽绒服的销售，羽绒服装品质又有了下滑趋

势。 本文旨在通过整理近三年的监督抽查情况，总结

和分析羽绒服装产品常见的质量问题，并提出一些建

议，供羽绒服生产企业参考。

１　 羽绒服装产业基本情况介绍
１．１　 产业现状

前十多年羽绒服装基本是由羽绒服企业进行生产

和销售，这些企业对羽绒制品的生产流程较为熟悉，专
业性强。 而近几年随着市场的发展，许多时尚服装企

业也相继进入羽绒服装领域，但这些企业自身并不具

有羽绒服装的生产能力，一般以委托加工为主，故其一

旦在质量管理上有所疏忽，就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

量。 此外，广大消费者越来越热衷于网购，虽然电商模

式相对减少了成本支出，但很多产品的售价远低于市

场价，为了盈利，部分商家通过掺假来降低成本，故羽

绒服装产品的质量越发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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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品牌产品的质量控制相对较好，国内大

中型企业对相关国家标准理解较为充分，从生产到销

售各个环节均得到了质检系统的有效质量监督，产品

质量较为稳定。 而对于部分小型企业而言，由于质量

管理缺失，质量意识薄弱，导致其产品质量很不稳定。
另外，对于新兴的国际快时尚企业，由于进入中国市场

的时间不长，对国内标准不够熟悉，且其绝大部分产品

均为订单加工，所以产品质量也有待提高。
１．２　 产品监管

目前我国主要以季度监督抽查的形式对羽绒服装

产品质量进行监管。 每次监督抽查以一定比例覆盖

大、中、小型企业，并对集中产业地进行重点抽查，对于

连续抽查合格的企业减少抽查次数，对于不合格企业

则必须进行跟踪抽查。 自实施国家监督抽查制度以

来，羽绒服装总体质量状况从早期的较差上升至较好

的水平，故抽查工作对全国羽绒服装产品的质量提升

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开展国家监督抽

查以外，各省、市有关部门也未放松对羽绒服装的监督

抽查力度，几乎每年都开展季度抽查，力求产品质量得

到更好的提升。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每年四季度组

织开展专项监督抽查工作，对羽绒服装产品质量实施

有效监控，以提高企业自控能力，从而保证羽绒服装市

场总体实物质量合格率的稳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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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羽绒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情况分析
近 ３ 年羽绒服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统计

表见表 １。

表 １　 近 ３ 年羽绒服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统计表

项目
年份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抽查数 ／ 批次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２

合格数 ／ 批次 １００ １１６ ８９

产品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６．７ ８７．３

不合格项目 — 纤维含量、羽绒含
绒量、绒子含量

纤维含量、ｐＨ、耐水色牢
度、耐酸汗渍色牢度、耐碱
汗渍色牢度、羽绒含绒量、
绒子含量、鸭毛（绒）含量

近 ３ 年羽绒服装产品质量上海市监督抽查情况统

计表见表 ２。

表 ２　 近 ３ 年羽绒服装产品质量上海市监督抽查情况统计表

项目
年份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抽查数 ／ 批次 ４０ ４１ ５２

合格数 ／ 批次 ４０ ４０ ４８

产品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７．６ ９２．３

不合格项目 — 耐干摩擦
色牢度

纤维含量、羽绒
含绒量、绒子含量

３　 相关标准
目前我国涉及羽绒服装产品质量安全的标准主要

有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８６２—２０１３《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ＧＢ ／ Ｔ 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１《羽绒服装》和 ＦＺ ／ Ｔ ７３０５３—２０１５
《针织羽绒服装》。 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 ＧＢ １８４０１—
２０１０《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是纺织产品

最基本的安全技术要求。 它规定了甲醛含量，ｐＨ，耐
干摩擦、耐酸汗渍、耐碱汗渍、耐水、耐唾液色牢度，异
味和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等 ９ 个项目的技术要求。
由于羽绒服装穿着时不直接接触皮肤，所以其甲醛含

量和 ｐＨ 项目的技术要求相对宽松，容易达标。
ＧＢ ／ Ｔ ２９８６２—２０１３《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是

在 ＦＺ ／ Ｔ ０１０５３—２００７ 标准修订的基础上进行升级的

推荐性国家标准。 它规定了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签要

求、标注原则、表示方法、允许偏差以及标识符合性的

判定。 纤维含量是纺织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衡

量产品是否货真价实的重要因素。
推荐性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１《羽绒服装》

是目前羽绒服装生产企业使用最多的羽绒服装产品标

准，市售的绝大多数羽绒服装产品均标注该标准，它也

是政府部门监管羽绒服装产品质量的主要检测依据之

一。 随着针织面料羽绒服装的出现， ＦＺ ／ Ｔ ７３０５３—
２０１５《针织羽绒服装》随之而生，其增加了对面料起

球、接缝强力等项目的考核，羽绒填充物质量要求与

ＧＢ ／ Ｔ 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１ 相同。

４　 主要质量问题
４．１　 羽绒含绒量、绒子含量

由表 １、２ 可见，羽绒含绒量、绒子含量的质量问题

尤为突出。 羽绒含绒量、绒子含量项目是考核羽绒服

装产品质量的两项重要指标，也是决定羽绒服装保暖

性能的主要因素。 其中，绒子（朵绒）的含量决定了羽

绒原材料的价格和质量。 消费者通常通过产品标称的

含绒量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产品类型。
羽绒含绒量是指绒子和绒丝在羽毛羽绒中的含量

百分比。 ＧＢ ／ Ｔ 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１ 规定羽绒服装的羽绒含

绒量明示值必须在 ５０％及以上，以常见的含绒量 ７０％
～９０％为例，其羽绒相关指标值见表 ３。
　 　 　 　 　 表 ３　 羽绒服装的理化性能指标　 　 　 　 　 　 ％

含绒量
标准允许偏差

含绒量极限偏差 绒子含量不得低于

９０ －３．０ ８１．０

８０ －３．０ ７２．０

７０ －３．０ ６３．０

然而在抽查中发现，部分企业的产品含绒量实测

结果远低于其明示标注的含量。 造成含绒量不合格的

主要原因是其绒子含量不达标。
４．２　 纤维含量

除了羽绒填充物的品质问题之外，面料纤维含量

检测结果与产品明示标称信息不符也是普遍存在的问

题。 不同的面料材质，其价格不同，穿着体感不同，洗
涤养护方法也不同。 对消费者而言，产品明示的纤维

含量是其了解和选购产品时的主要依据，借此选择符

合自己需求的产品，然而，纤维含量标实不符的情况屡

见不鲜，其合格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ＧＢ ／ Ｔ ２９８６２—２０１３ 标准规定面料纤维含量的允

差为±５％，标称含量≤１０％的纤维含量允差为±３％（不
得为 ０）。 在抽查中发现，多数纤维含量不合格产品的

面料纤维含量百分比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允差超过标准

规定值，更有部分产品的面料成分检测结果与其明示

的成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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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不合格原因分析
５．１　 羽绒含绒量、绒子含量不合格

部分羽绒供应商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以次充好。
行业内羽绒羽毛中掺杂作假的手法多种多样，常见的

是通过添加毛片、类绒丝（水禽毛片经过粉碎、洗涤、
分选后的产物），混入非水禽的类绒子（主要是陆禽

毛）和非水禽的类绒丝（陆禽毛片通过粉碎、洗涤、分
选后的产物），以此来达到以次充好的目的，直接导致

了羽绒品质的大幅下降。 近期业内又出现了“胶水

绒”，即用化学黏胶剂喷在绒子上，使得本不属于绒子

的绒丝、羽丝、粉尘或鸡丝粘在绒子上，充当绒子，然而

使用胶水会导致羽绒的蓬松度和保暖性有所下降。
５．２　 纤维含量不合格

对面料原材料的质量控制仍是企业管理中的薄弱

环节。 羽绒服装面料成分相对单一，部分企业忽视了

产品质量管理环节，缺少完善的质量监控系统，未将标

准中规定的各项指标落实到责任部门及有关人员，导
致出现问题后找不到相关责任人。

企业存在的质量管理漏洞主要有：
（１）企业轻信面料供应商的质量承诺，或一味相

信供应商提供的“检测报告”而放松了质量控制。
（２）企业存在侥幸心理或管理上的疏忽，未及时

对产品进行送检。
（３）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压缩检测费用而故意

不送检。
（４）企业在第一次进料时，往往都会对面料进行

检测，符合标准要求后再投入生产。 然而，在追加生产

进行二次面料采购时，忽视了对同一家供应商的同货

号产品的二次送检，导致成品出现标实不符的情况。
５．３　 改善意见

（１）目前不少生产企业都拥有羽绒品质的自检能

力，检测羽绒含绒量、绒子含量主要依靠检测人员的目

光分辨能力和仔细耐心的程度，只有在正确区分绒子

（朵绒）、绒丝、羽丝、毛片等的基础上（图 １、２），才能

较好地掌握羽绒检测技术，得到可靠的数据。 与此同

时，生产企业的检测人员应该定期与专业检验机构进

行羽绒检测的目光结果比对试验，这样才能确保检测

数据的准确性。
（２）生产企业在采购原材料时，应严格进行进货

检验流程，严禁把品质差、不合格的原材料投入大货生

产中，从源头上杜绝劣质产品，从而保证羽绒服装产品

的质量。
（３）生产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质量意识培训，严

格规范企业质量管理制度，建立操作手册，确保每一位

工作人员都能严格按照生产工艺进行作业。
（４）生产企业应配置产品出厂检验所必需的检测

设备，加强对产品检验人员的培训以及对产品标准的

学习，加强对检测设备的管理，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

性，切实做到不合格问题及早发现，不合格产品禁止出厂。
（５）经销企业不能只顾盈利问题而忽视产品质

量，应充分考虑到不合格产品潜在的危害以及其可能

给消费者带来的伤害，在采购产品时，应仔细查验供货

方提供的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和产品的检验报告，避免

不合格产品引入流通领域销售。

图 １　 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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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绒子

６　 结　 语
羽绒服装产品抽查中出现的不合格产品主要集中

在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产品质量相对较好。 作为

检测机构应加大对中小型企业提供技术标准支持，及
时提供质量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力度，为企业提供各种

质量检测的服务，帮助企业提高自身的检测能力和质

☞（下转第 ５６ 页）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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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处理 ２４ ｈ 后制备的复合织物表面电阻率的变化

梯度相比有所减小，可以看出等离子体处理对结合牢

度有明显提高；等离子体处理放置 ２４ ｈ 后制备的石墨

烯 ／涤纶复合织物其水洗结合牢度有所下降，但依旧高

于未处理的复合织物。 综上所述，等离子体处理后即

时进行石墨烯 ／涤纶复合织物的制备，可使涤纶和石墨

烯的结合牢度有显著提高。

３　 结　 语
等离子体处理能提高复合材料界面间的结合性

能，与未经常温常压等离子体处理的涤纶织物相比，经
改性处理后制备的石墨烯 ／涤纶复合织物结合牢度明

显提高，表面电阻率变化率由 ９９．１％提高至 ４９．２％；同
时经等离子体处理后制备的复合织物表面的导电性也

优于未经处理的复合织物；对通过等离子体处理后即

时制备的复合织物与处理 ２４ ｈ 后制备的复合织物的

氮元素比例、导电性等性能进行对比，发现等离子处理

具有明显的时效性，织物的氮元素比例由 ３．７３％下降

到 １．３３％，复合织物的表面电阻率由 ０．１２４ ＭΩ ／ ｃｍ２ 增

加到 ０．２５９ ＭΩ ／ ｃｍ２。 通过试验及对比分析可知，等离

子体处理能有效提高石墨烯 ／涤纶复合织物的导电性

能及结合牢度，为智能织物的产业化提供了可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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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水平。

企业的生产、经营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会采取

各种生产、经营模式，如贴牌外发加工、经营承包、品牌

代理或输出等。 如何对产品质量实施有效的监控，关
键取决于企业内部自身的监督、控制能力和有效管理

办法，检测机构应向该类企业提供其需要的检测、监控

服务，协助其提高自控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确保企业

最终产品的质量，从源头上抓好和监控羽绒服装产品

在各个环节的品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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