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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生态纺织品的发展状况，生态毒性物质的来源和质量检测方法以及当前我国

生态纺织品的检测认证情况，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企业了解入世后的前景，增强产品的竞争能

力，更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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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纺织品是指采用对周围环境无害或少害

的原料，生产出对人体健康无害的产品。根据中

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对生态纺织品的要

求，产品不得经过防霉整理和阻燃整理；不得添加

五氯苯酚和四氯苯酚；不得有霉味、汽油味及有毒

的芳香气味；不得使用可分解为有毒芳香胺染料、

可致癌的染料和可能引起过敏的染料；产品中甲

醛、可提取重金属含量、浸出液 ./ 值、色牢度及

杀虫剂残留量应符合欧盟 0123$45&## 标准。

& 生态纺织品的发展状况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化学产品愈

来愈多地应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它在极大方

便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

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纺织工业无论是从纤维生产

（包括天然纤维或合成纤维）到纺织品的生产加

工，几乎无不与化学品的使用有关，但在使用或人

体穿着中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毒害。在现代纺织

工业中，纺织品印染和后整理加工作为一个典型

的化学处理加工过程，在这方面所引起的问题更

加突出。

我国作为纺织品的出口大国，长期以来因游

离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而使产品出口受到诸多的

限制。加入 6$0 将为我国纺织品的出口提供更

多的机遇，同时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纺织品国

际贸易的障碍将不再是配额，而是来自进口国的

法律法规，特别是针对有毒物质应用方面的绿色

壁垒。绿色贸易壁垒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贸易

壁垒重要的组成成分，在国际贸易中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生态纺织品及其消费将主导国际

纺织品贸易的新潮流，发达国家有关法令规定销

售和进口纺织品需通过有害物质检测，给纺织品

输出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6$0 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定，为了实现合理

的政策目标，允许各成员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为

了保证产品质量、保护人的安全和健康以及保护

环境，采取必要的措施。在纺织品及服装领域，主

要存在着两类技术壁垒。一类是针对纺织品服装

从设计生产到报废回收的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所设置的壁垒，主要指要求企业建立实施环境管

理体系及对产品实施环境标志的声明；另一类壁

垒则是由于产品本身对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影响

所引发的，即要求纺织品和服装不能对消费者的

健康产生影响。&’’" 年，欧盟执委会委托丹麦制

定了纺织品生态标准，并于 &’’* 年首先通过了床

单和 $ 恤标准。综观各国制定的要求，有一个共

同点，即服装中不得含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潜在的

有害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全球环保意识的提

高，“产品对环境无害”的概念已成为指导生产和

消费的主流。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盐城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7289:;< 2= >;:?@4:A B:CDED8D4 2= $4?@:2<2AF（G;D89;< %?E4:?4）
H2<I&, G2I-

"""""""""""""""""""""""""""""""""""""""""""""""""""""""""""""
%4.I !##!

!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吴国庆（&’**3），男，江苏建湖县人，工程师。万方数据



! 纺织品生态毒性物质的主要来源

纺织品生态毒性物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它

包括大气、水质、农药的使用、土壤的污染和纺织

品加工过程中的化学处理以及储存中的接触污

染。常见的生态毒性物质主要有以下几类：

（"）可还原出致癌性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部分偶氮染料在与皮肤的长期接触中，某些

特殊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染色牢度不佳时，会从纺

织品上转移到人的皮肤上，在人体正常代谢过程

中分泌物的生物催化作用下发生分解还原，并释

放出某些有致癌性的芳香胺，这些芳香胺被人体

皮肤吸收后，在体内通过代谢作用使细胞的 #$%
发生变化，成为人体病变的诱发因素，具有潜在的

致癌致敏性。

（!）游离甲醛

目前用于纤维素纤维为主的织物的防缩、防

皱的交联剂是游离甲醛的主要来源。由于含甲醛

的纺织品做成服装后，在人们的穿着过程中会逐

渐释放出游离甲醛，通过人体呼吸道及皮肤接触

对呼吸道粘膜和皮肤产生强烈的刺激，引发呼吸

道炎症和皮肤炎。甲醛也对眼睛有强烈的刺激。

游离甲醛的生态毒性在棉纺织品上尤为严重。

（&）重金属

某些重金属在微量时，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

的物质，但在高浓度时则对人体是有毒的。纺织

品上可能残留的重金属 ’(、’)、$*、+,、-.、%/、01、

’2 等含量应加以限制。纺织品上的残留重金属

通过与人体接触会被人体所吸收，重金属一旦为

人体吸收，则会累积在肝脏、骨骼、肾脏、心脏及脑

中。当受影响的器官中重金属累积至一定程度后

便会对健康造成巨大的损害。此种情况对儿童的

损害尤为厉害，因为儿童对重金属有较高的消化

吸收能力。重金属主要来自染料及助剂。植物纤

维在泥土及空气中吸收到重金属也存在于天然纤

维中。

（3）4- 值

由于人体皮肤带有一层弱酸性以防止疾病侵

入，因此纺织品的 4- 值在中性即 4- 值为 5 至弱

酸性即 4- 值略低于 5 之间对皮肤最有益。

（6）染色牢度

染色牢度并不是致毒的因素，它所以会出现

在标准规范中，是鉴于染料应持久地固着在织物

上不能转移到人体上造成伤害。由于水洗和摩擦

使衣服上的染料脱落到身体上，导致汗液和唾液

中酶的生物催化作用分解染料。特别是婴儿服

装，由于婴儿喜欢咬嚼和吮吸衣物，可能通过唾液

吸收有害物。

& 生态纺织品的检测

由于被分析物在纺织品上的浓度通常已十分

接近于分析方法本身的极限，比如要检测纺织品

上 "78 9级含量的残余重金属，就相当于在 " : 纺

织品上检出 " . 残余重金属。因此从纺织品上检

验微量甚至痕量的化学品不是件容易的事。近

!7 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电子技

术和精密仪器的迅速发展，使分析测试技术得到

了革命性的发展，分析的灵敏度大大提高，对样品

预处理的苛刻程度大大降低，各种现代化、智能化

的分析仪器联用技术，如高效液相色谱（-0;’）、

气相质谱联用（<’=>?）、原子吸收光谱（%%?）、紫 @
红外光谱仪，使得纺织品上微量甚至痕量生态毒

性物质的检测变得更为方便。

甲醛定量分析方法有多种，主要归纳为五大

类：滴定法、重量法、比色法、气相色谱法和液相色

谱法，其中滴定法和重量法适用高浓度甲醛的定

量分析。而微量甲醛的分析则用比色法和仪器

法。纺织品释入甲醛的定量分析属超微量分析。

纺织品上所含的重金属的量很低，原子光谱

分析技术在目前来说，无论从技术还是经济的角

度考虑，都是进行纺织品痕量重金属分析的首选

技术。

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质谱联用和薄层层析色

谱都能满足 &7 A. @ B. 数量级的检测要求。纺织

品上禁用染料的检测可用高效液相色谱做定性分

析，气相质谱联用做定量分析。

3 生态纺织品的主要检测指标

目前，在国际上有几十种生态纺织品标准，如

<CD（环保型地毯协会）、E’F>%GH 等，在国际上

影响最大、使用最广泛、最具权威性的生态纺织品

标准为 FH)=DIJ"77（环保纺织品标准 "77）。在我

国国内执行的生态纺织品标准是由国家环保总局

起草的行业标准 -KL+&7=!777《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生态纺织品》［"］。其主要内容有：!产品

不得经过有氯漂白处理；"产品不得进行防霉蛀

整理和阻燃整理；#产品不得填加五氯苯酚和 !，

&，6，9=四氯苯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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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各项指标如表 ! 所示。

表 ! 重金属及色牢度的指标范围

!"#$% ! !&% ’"()%’ #*+,- *. &%"/0 1%’"$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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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纺织品的检测认证

认证是合格评定种类的一种。国际标准化组

织所述的合格评定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认证和质量

体系认证。生态纺织品检测认证是对纺织品是否

符合生态纺织品的技术要求的认定，同时作为市

场经济的手段，生态纺织品检测的最大吸引力是

自愿性。根据规定的抽样方案，对一批产品进行

抽样检验，并据此作出该批产品是否符合标准或

技术规范的判断，证实某特定批产品符合此标准。

企业可以通过向中国纤维产品质量认证中心提出

申请意向，进行申请前准备，递交正式申请，通过

认证检查等步骤取得“生态纺织品检测”证书。取

得生态纺织品认证的意义在于：证明产品在其原

料生产、产品设计、产品制造及提供服务等方面均

实施了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控制，产品的质量得

到持续保证，产品中那些在通常使用条件下会对

人们产生某种影响，根据现有科学水平推断会损

害人类健康的物质不会超过最大限量，从而证明

该产品是可以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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