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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对经过分拣消毒处理的捐赠纺织品进行甲醛含量、ｐＨ、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异味、附件锐利

性、绳带和残留金属针等安全指标检验，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致病性化脓菌和大肠杆菌等卫生指标测

试。 提出捐赠纺织品安全与卫生评价标准，以指导和规范纺织品的公益捐赠行为，使捐赠纺织品的质量检验和监督

有标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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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用和服用纺织

品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如何处理大量的闲置服装，已
成为许多家庭头疼的问题，也成为政府部门的棘手问

题。 目前发达国家闲置纺织品的主要流向是二手服装

市场，其具备较完善的回收体系，民众参与度较高，而
中国家庭闲置纺织品的再利用率不足 １０％。 闲置纺

织品捐赠后重复使用是纺织品循环利用的一种重要方

式［１－５］。 由于国内没有针对捐赠纺织品的评价标准来

规范公益捐赠行为，导致很多不卫生的衣服流入受捐

者手中。 因此，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和指导行业生产，
制定捐赠纺织品的安全卫生标准刻不容缓。

本文主要对可以再利用的捐赠纺织品的安全和卫

生性能进行测试，参考相关国家标准制定捐赠纺织品

安全和卫生评价标准，以期提升人们对旧衣物重新回

收和利用的意识，指导和规范纺织品的公益捐赠行为，
使捐赠纺织品质量检验和监督有标可依，为国家标准

的制订提供技术支持。

１　 捐赠纺织品安全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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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试验

根据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从不同批次经过分拣消毒处理的捐赠纺织

品中随机抽取 ３６８ 个试样（包含 ５０ 个婴幼儿及儿童纺

织产品）进行甲醛含量、ｐＨ、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和

异味检验。 根据 ＧＢ ３１７０１—２０１５《婴幼儿及儿童纺织

产品安全技术规范》，５０ 个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还

要进行附件锐利性、绳带和残留金属针检验。
捐赠纺织品甲醛含量检测按照 ＧＢ ／ Ｔ ２９１２． １—

２００９《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 １ 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

（水萃取法）》 进行；ｐＨ 的检测按照 ＧＢ ／ Ｔ ７５７３—２００９
《纺织品 水萃取液 ｐＨ 值的测定》 进行；可分解致癌芳

香胺染料的检测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２—２０１１《纺织品 禁

用偶氮染料的测定》进行；异味检测按照 ＧＢ １８４０１—
２０１０ 中规定的嗅觉法进行。

捐赠的儿童纺织品附件尖端和边缘的锐利性检测

按 ＧＢ ／ Ｔ ３１７０２—２０１５《纺织制品附件锐利性试验方

法》进行；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的绳带和绳圈的长度采

用钢板尺或钢卷尺测定其自然状态下的伸直长度，记
录至 １ ｍｍ；儿童纺织品残留金属针检测按 ＧＢ ／ Ｔ
２４１２１—２００９《纺织制品 断针类残留物的检测方法》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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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结果与分析

１．２．１　 甲醛含量

甲醛可引发呼吸道和皮肤炎症，甚至诱发癌

症［６］。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的甲醛

含量应不大于 ２０ ｍｇ ／ ｋｇ，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甲

醛含量应不大于 ７５ ｍｇ ／ ｋｇ，非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

品甲醛含量应不大于 ３００ ｍｇ ／ ｋｇ。
３６８ 个试样中，３２６ 个试样未检测出甲醛（甲醛含

量小于 ２０ ｍｇ ／ ｋｇ 时记为“未检出”），２１６ 件非直接接

触皮肤的纺织品中有 ２１４ 件甲醛含量小于 ３００ ｍｇ ／ ｋｇ，
１０２ 件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品中有 ９８ 件甲醛含量小

于 ７５ ｍｇ ／ ｋｇ，５０ 件婴幼儿和儿童纺织品中有 ４７ 件甲

醛含量小于 ２０ ｍｇ ／ ｋｇ，甲醛含量合格率为 ９７．５５％。 考

虑到捐赠纺织品曾经被穿着并洗涤过，正常情况下其

甲醛含量应该低于新的纺织品，不得超出 ＧＢ １８４０１—
２０１０ 中对于甲醛含量的限定。
１．２．２　 ｐＨ

人体 皮 肤 ｐＨ 失 衡 会 引 起 瘙 痒 或 刺 痛。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中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 ｐＨ 应处于 ４．０
～７．５，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 ｐＨ 应处于 ４．０ ～ ８．５，
非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 ｐＨ 应处于 ４．０～９．０。

３６８ 个捐赠纺织品试样 ｐＨ 检测结果分布在 ５．４ ～
８．０，达到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要求的有 ３６６ 件，占比

９９．４６％；有 ２ 件婴幼儿纺织产品 ｐＨ 超出国家强制性

标准要求的 ７．５，不符合规定。
１．２．３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与皮肤接触后会分解形成

致癌的芳胺化合物，被人体吸收会导致体细胞 ＤＮＡ 的

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诱发癌变［７］。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中禁止纺织产品使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消毒处理过的 ３６８ 个试样均未检出可分解致癌芳

香胺染料。
１．２．４　 异味

纺织品上的异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纺织

品上残留的化学整理剂和助剂；二是纺织品在生产、加
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容易被污染，以及因自身的

多孔性造成的从环境中吸收异味的现象。 捐赠纺织品

如果清洁不当，在回收及存放过程中很容易发霉或互

相污染，产生异味。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中规定纺织产品

不得有异味。
对捐赠纺织品进行异味检测时，不仅要检测服装

面料，同时还需要对服装内的填充物进行检测。 ３６８
个捐赠试样均未检测出异味。 同时，经过消毒处理的

捐赠纺织品也不应残留消毒剂味、臭氧味等可影响人

体健康的刺激性有害气味。
１．２．５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品的附件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品除了要进行甲醛含量、ｐＨ、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和异味检验之外，还要根据 ＧＢ
３１７０１—２０１５ 进行附件锐利性、绳带和残留金属针的

检验。 附件是纺织品中起连接、装饰、标识或其他作用

的部件。 附件尖端和边缘的锐利性检测主要是为了避

免纺织品上的锐利性附件对婴幼儿及儿童造成伤害。
绳带除了起固结作用外，还兼具装饰作用，儿童纺织品

颈部或胸部绳带无意识地缠绕或勾挂均可能会对儿童

身体造成伤害。 纺织品在制作及缝制过程中，由于设

备故障或者操作失误等原因可能会有断针残留，同时

捐赠纺织品在回收及储存过程中也可能会有断针类或

铁磁性金属残留物混入，如果不去除，在二次使用过程

中会对儿童造成伤害。 ＧＢ ３１７０１—２０１５ 中规定，婴幼

儿及儿童纺织品所用附件不应存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

和锐利边缘。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品的附件锐利性检测结果均符

合 ＧＢ ３１７０１—２０１５ 的要求。 进行绳带检测的婴幼儿

及儿童服装样品共 １５ 件，涵盖了儿童外套、针织衫和

羽绒服，检测结果均符合 ＧＢ ３１７０１—２０１５ 的要求。 ５０
件婴幼儿及儿童纺织品经检测均未发现断针类或铁磁

性金属残留物。

２　 捐赠纺织品卫生性能评价
２．１　 试验

捐赠纺织品的卫生性能关系到受捐者的人身健

康，在设定要考核的卫生指标前，本文对多家医院、防
疫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参照卫生部颁发的《消毒

技术规范》、ＷＳ ／ Ｔ ５０８—２０１６《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

技术规范》、ＧＢ １８３８３《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
及部分地方性相关标准的要求，最终确定了细菌菌落

总数、真菌菌落总数、致病性化脓菌（包含绿脓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与溶血性链球菌）及大肠杆菌 ４ 项卫

生性能检验指标，并从不同批次经过分拣消毒处理的

捐赠纺织品中随机抽取 １８９ 个试样进行卫生指标检验。
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大肠杆菌、致病性

化脓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的检验按照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４．４—２０１３《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４ 部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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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共用品用具微生物》执行。 绿脓杆菌检验的采

样方法按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４．４—２０１３ 附录 Ａ 执行，菌群培养

及检验方法按 ＧＢ １５９７９—２００２《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

卫生标准》执行。
２．２　 结果与分析

捐赠纺织品在二次使用过程中，会与皮肤直接或

间接接触，如果细菌菌落总数较多，则其中对人体有害

的致病菌也会相对较多，致病菌会对皮肤与粘膜产生

不良刺激与过敏反应。 由检测结果来看，消毒处理后

的捐赠用纺织品细菌菌落总数总体上呈现较低水平，
在 １８９ 个捐赠纺织品试样中，１８３ 个试样的细菌菌落

总数小于１０ ＣＦＵ ／ ｃｍ２，其余 ６ 个试样的细菌菌落总数

未超过 ４０ ＣＦＵ ／ ｃｍ２。
致病性真菌与人体接触后会侵犯人体的皮肤、毛

发，严重的会侵犯内脏并引起死亡，捐赠纺织品真菌菌

落总数必须严格规定。 经检测，１８９ 个捐赠纺织品试

样的真菌菌落总数总体上较少， １８７ 个试样小于

１０ ＣＦＵ ／ ｃｍ２，其除 ２ 个试样也不大于 ３０ ＣＦＵ ／ ｃｍ２。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广泛分布于

自然界，是人类化脓感染中最常见的病原菌，分泌的外

毒素可引起局部化脓性感染、肺炎、心包炎等，甚至导

致败血症。 溶血性链球菌常可引起皮肤、皮下组织的

化脓性炎症，以及新生儿的败血症，对人体有致病力。
绿脓杆菌为条件致病菌，可引起皮肤化脓感染，烧伤患

者感染后可使病情恶化并引起败血症。 经检测，１８９
个捐赠纺织品试样均未检测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

性链球菌和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可引起皮肤软组织感染、尿路感染和败

血症等。 １８９ 个捐赠纺织品试样均未检测出大肠杆菌。

３　 结　 语
对于重复利用的捐赠纺织品，经过洗涤消毒处理

后，其甲醛含量、 ｐＨ 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要求；禁止使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经专业清洗消毒后不应检出异味，不应残留消毒剂味、
臭氧味等可影响人体健康的剌激性有害气味。 捐赠的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品同时要符合 ＧＢ ３１７０１—２０１５ 的

要求：不允许有金属针等尖锐物体，所用的附件不应存

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婴幼儿纺织产品上

不宜使用≤３ ｍｍ 的附件，绳带应符合 ＧＢ ３１７０１—
２０１５ 的安全要求。

参考 ＧＢ １５９７９—２００２ 的规定，要求捐赠纺织品经

专业清洗消毒后其细菌菌落总数应≤２００ ＣＦＵ ／ ｃｍ２，
真菌菌落总数应≤１００ ＣＦＵ ／ ｃｍ２，不得检出致病性化

脓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和绿脓杆

菌）和大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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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棉 ３０ ／ ７０ 混纺织物的保暖性能最优。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对罗布麻、亚麻、苎麻混纺面料撕裂性

能、耐磨性能、透气性能、保暖性能等服用性能与棉织

物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麻 ／棉混纺织物的透气性能比纯

棉织物好，但撕裂性能、耐磨性能、保暖性能不及纯棉

织物，更适合作为夏季服装面料。 罗布麻 ／棉混纺织物

的撕裂与耐磨性能介于亚麻 ／棉与苎麻 ／棉混纺织物之

间，透气性最优，保暖性能最差，因此罗布麻 ／棉混纺织

物较亚麻 ／棉与苎麻 ／棉混纺织物更适合作为夏季服装

面料。

参考文献：
［１］　 韦超．浅谈罗布麻的生长特点及物理、化学性能的研究［ Ｊ］ ．中国

纤检，２０１３（１１）：８５－８７．

［２］ 　 顾秦榕，谢春萍，王广斌，等．罗布麻纤维结构与性能测试研究

［Ｊ］ ．丝绸，２０１７，５４（２）：１１－１５．

［３］ 　 王琨琳，李长龙．麻织物力学性能探讨［ Ｊ］ ．安徽工程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１）：７７－８０．

［４］ 　 林鸿扬．织物热湿传递性能测试方法评述［ Ｊ］ ．中国纤检，２０１１

（２２）：６０－６３．

［５］ 　 余序芬．纺织材料与实验技术［Ｍ］．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