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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设计生产与库存管理在大数据时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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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满足当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快时尚需求及企业发展策略，解决企业生产库存管理中所存在的执行效

率低、不易追溯、汇总分析难等问题，从纺织服装面料设计、生产和库存管理 3 个方面分别进行相应的数据化及互

联网信息平台建设，并对其建设意义、作用及效果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建立 PDM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MES 生产工

艺与质量管理系统和 WMS 仓库管理系统，实现了面料小批量、多品种、差异化的智能化生产与管理，有利于促进纺

织服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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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fast fashion and corporat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der the
contemporary internet thinking，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low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difficult
traceability and difficulty in summary analysis in the production inventory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were
solved，and the quality management level was strengthened． The correspo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ata internet platform wer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fabric design，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effects of application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PDM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system，ME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WMS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the intelligen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batch，multiple varietie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abrics were realized，which is benefit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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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纺织服装面料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对服

装的要求从过去单一的保暖转变为美观舒适。伴

随而来的是面料由过去的单一品种、大批量生产，

逐渐转变为小批量、多品种、差异化生产，而差异

化生产给 生 产 过 程 和 库 存 管 理 都 带 来 了 新 的 挑

战，同时我国正朝着老龄化社会发展，近年来人口

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纺织行业作为最

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受到劳动力成本

增加的影响; 因此，为适应时代的发展，本文结合

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从纺织服装面料设计、生产

和库存管理 3 个方面分别进行了相对应的数据化

及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着重对其建设的意义及

应用所产生作用和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建

立 PDM(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产品数据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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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制造执行

系统和 WMS( Warehous Management System) 仓库管

理系统，并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得出提高生产

效率、减少用工人数、增加产品附加值是对冲劳动力

成本高企的最佳方式［1 － 3］。为促进纺织服装产业结

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1 设计流程的数据化变革

1. 1 设计流程存在的不足
在订单进行生产之前，设计部门需要根据订单

要求设计生产工艺，生产部门按照设计工艺流程进

行试制，试制样品会交给客户进行订单确认。如果

样品被客户驳回，还需要调整设计参数，再进行试

制，再一次让客户进行确认。在与客户反复确认最

终产品时，生产工艺会被不断调整到最终生产工艺。
试制是反复调试、生产、等待确认的过程，而该过程

会导致产品交付周期延长、生产成本增加、人力资源

浪费。不断的安排样品生产，还会造成其他产品的

生产效率降低。
1. 2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的应用

通过深度学习相关技术，掌握了快捷高效的方

法以解决打样带来的问题。产品设计开发的主要任

务是在结合企业原有产品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当下

市场发展的需求，针对新产品的主体结构建立独立

档案进行统一管理。而针对定制产品的设计开发，

尤其是小批量、多品种、差异化新产品的设计开发，

需要基于其主体结构建立的独立档案而进行进一步

的重组分配，以提高产品设计开发的效率。PDM 系

统集合了企业产品设计档案，可以随时调取，快速向

客户进行产品外观性能等特点的展示，并迅速给出

相应产品的原料、工艺、成本等整个生命周期内的

信息［4］。
首先企业需要对过往设计、生产过程中的工艺

流程、原料配方等真实数据进行采集，对应产品图

像、名称、编号录入 PDM 系统，并对数据进行科学的

分析及分类。在收到客户订单后，利用深度学习技

术，对客户提供的样品进行识别后与 PDM 数据库中

过往订单图像进行匹配寻找，如匹配到过去生产的

相同或是相似产品，可利用原有工艺直接进行生产

或是调整相似产品的工艺后打样，可以明显缩短产

品生产周期、避免人力资源浪费、有效控制产品生产

成本。

2 生产过程的数据化变革

2. 1 生产管理存在的不足
纺织品生产多为以人工管理的粗放型生产，通

常存在底层制造环节信息化薄弱、制造过程不透明

难管控、精益生产的思路无法落地等情况，在生产中

表现为: 人员如何调配，设备如何根据生产计划最优

安排，设备运转情况如何监管，物料如何根据计划提

前准备，加工程序如何快速准确的执行，工艺数据如

何采集，生产环境如何管理，产品质量如何管控等

问题。
2. 2 生产工艺与质量管理系统的应用

功能完备且实用性能强大的 MES 车间制造执

行系统可以更好的提高生产计划的准确性，质量的

可追溯性，产能的可控性，设备的可管理性，物料管

理的高效性［5 － 6］。MES 系统可以实时快速地采集

生产过程中的真实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

给出决策性建议。决策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响应

时间的长短，另一方面是对数据的处理是否智能。
MES 系统的部署，覆盖生产计划排序、生产过程控

制、生产质量管理追溯、数据采集监控分析等业务，

对业务单元现有的管理流程进行优化和改善，并且

定义设备数据采集规范，逐步形成数据采集的标准，

对接生产订单( 计划) 形成闭环管理。通过建设高

效的 MES 车间制造执行系统，实现计划数据快速下

达到各工位，实时采集各项生产数据、为管理层及时

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生产与质量指标，为实现管

理在线、科学决策奠定基础，满足内部制造营运管理

的要求。
MES 车间制造执行系统在生产环节中接收到

订单信息后，根据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约束条件，对新

的生产订单进行作业排程，把相关生产订单下达到

可执行生产任务的设备或工位上。进行排产调度时

系统需要结合考虑实时的生产能力，根据调度决定

生产的日期，还需考虑机器的生产能力和班组类型，

生产变量等。生产变量为通过生产变量矩阵，定义

产品、设备、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在生产作业时，可

以校验是否使用正确的设备和工具，在车间生产调

度时则考虑指定设备和工具的可用性( 数量和维护

状态) 。排产调度的目的是为了准时交货，提高每

个单一生产资源的利用率，缩短生产时间，减少换线

时间，调度的功能确定了一个订单里所有工序的生

产日期和产能的需求。

3 库存管理的数据化变革

3. 1 库存管理存在的不足
随着制造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零件制造和装配任务越发艰巨，物资采购及物料

配送压力也随之增加，同时对库房管控及信息系统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来反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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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需求。制造类企业的库存管理大多采用传

统的管理办法，进货业务、退货业务、入库业务、发料

业务、退料业务等库存信息存在无批次，不规范，不

系统等问题，导致仓库作业效率低下等，此外，资产

归属问题及不同部门存在重复采购的情况，也会导

致资金浪费。期间更由于项目设计变更、生产周期、
物资运输等因素的影响，造成部分物资积压，影响物

资仓储的有效管理。生产过程中的尾单是库存面料

的主要来源，使用制造执行系统跟踪生产过程计算

生产过程中的损耗、进行精准化投料可减少尾单的

产生，从源头减少库存产生，以减轻库存管理压力。
3. 2 仓库管理系统的应用

WMS 仓库管理系统是通过进货业务、退货业

务、入库业务、发料业务、退料业务、库存进行管理，

对应产品批次、编码指定地点存放物料［7 － 8］。设计

过程中对客户来样进行识别时，查找库存面料进行

匹配，如来样存在于仓库之中则优先消耗库存面料。
WMS 系 统 向 上 与 企 业 资 源 计 划 管 理 系 统

( Enterprise Ｒesource Planning，EＲP) 连接［9 － 10］。典

型仓储架构系统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仓储架构系统示意图

针对现有的库存情况，提取相应的库存数据，由

公司 EＲP 系统进行统一的存储和管理，基于数据交

换平台，公司所有的库存数据可以随时由各生产链

需求部门进行提取和更新。WMS 仓库管理信息系

统作为核心管理平台，对公司的库存情况进行规范

集成管理，以便能够随时调控库内物资的存储情况，

针对各对应岗位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定时定期培训，

提高专业素养，完善库存管理制度，提高工作效率。

4 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大数据已成为企

业新型的战略资产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可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重要的支持。江苏阳光集

团依托大数据技术对面料设计、生产和库存管理进

行智能化改造，本文阐述了 PDM 产品数据管理系

统、MES 车间制造执行系统和 WMS 仓库管理系统

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应用意义。跟随时代的步伐，结

合自身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全面合理地构建和优

化面料设计、生产和库存管理系统，并建立完善的管

理体系，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已成为纺织行业提高利

润率和增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选择，同时也可以更

好地响应国家“中国制造 2025”由制造业大国向制

造业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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