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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实验揭秘童装“真相”
记者探访中商联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观察童装实验过程

北京市消协通过比较实验发
现，21种儿童和婴幼儿服装抽检不
达标，这些问题服装是怎么被查出
来的呢？5月25日，记者来到此次
比较实验的委托检测机构——中国
商业联合会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督检
验中心（北京），请检测专家通过操
作5个关乎孩子们穿着健康安全的
实验，为我们一一展示并揭开隐藏
在童装背后的“真相”。因涉及童装
较多，为了更清晰明了地呈现问题
产品，无法一一涉及，这里每个实验
仅选取一件问题样品为读者重现
实验过程。

实验目的：测试耐摩擦色
牢度，看其是否易掉色、褪色。

实验过程：检测人员把
“派克兰帝”黑色女童梭织条
绒长裤（货号LPTE095601）取
样，用剪刀剪下一小块该长裤
布料，放到专业的“摩刷色牢度
仪”下，垫上一块白色棉贴衬，
由仪器在上面来回干摩擦10
次。然后再拿另一块白色棉
贴衬加水浸湿后放在布料
上，用仪器来回湿摩擦 10
次，一干一湿两块棉贴衬上分
别留下带有一浅一深的黑色
圆形样本。等湿棉贴衬样本
干后，检测人员把两个样本拿
到标准光源下，对照“评定沾
色用灰色样卡”进行评级。

实验结果：检测发现，“派

克兰帝”黑色女童梭织条绒长
裤（货号LPTE095601）的湿摩
擦样本颜色较深，检测人员判
定给出的级别为2-3，而该童
装适用的标准是沾色≥3-4。

专家解读：中国商业联合
会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
心（北京）实验室主任李秀英介
绍，这表明该样品耐摩擦色牢
度不过关，级别越低，颜色就
越深。此次一共查出10种童
装样品色牢度不符合标准。

李秀英指出，很差的色牢
度可能会使染料或颜料转移
到汗液中，通过皮肤被人体吸
收，尽管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纺
织品的染料对人体都有害，但
提高染色产品的色牢度无疑
可以极大降低这种危险性。

色牢度差 染料易被人体吸收
实验1

实验目的：测试标称
“全棉”的童装材质。

实验过程：检测人员将
标注为100%棉的一件“时尚贝
贝”牌圆领短袖童装剪开，撑
开，扯出纤维，发现里面有一根
线非常细小，另一根稍微粗一
些。取下两根线分别放在玻
璃片上拨散开，滴上石蜡，制
样放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实验结果：检测人员介
绍，显示屏上微粗的线含有两
种成分，呈天然扭曲状态的，为
棉线；平滑棍状的则是化纤中
的涤纶，即聚酯纤维。而另一
根细小纤维应为氨纶。初步定
性后，检测人员还要通过化学
方法，对棉、氨纶、聚酯纤维各自
具体的含量多少进行定量检

测。最终发现，“时尚贝贝”牌
（未标注生产厂家信息，货号
2158）圆领短袖样品，纤维成
分实测为棉53.0%、聚酯纤维
40.1%、氨纶6.9%。

专家解读：李秀英介
绍，纤维成分含量是服装的
主要品质指标。此次比较试
验发现有10种样品纤维成分
含量与实际不符，有5种是标

“全棉”，却不全部是棉，有的
连内外标牌材质都互不相同。

此外，检测人员还教给
记者一个比较简单的辨别
方法：取一小段衣服的纤
维，拿打火机点燃，棉的就
会变成灰，而如果有化纤材
质，燃烧后不是灰烬，而是
萎缩变成一个小黑球。

识别服装材质可用“点燃法”
实验2

实验目的：测试样品是
否甲醛超标。

实验过程：检测人员将
一款“聪一”牌裤子样品剪下
一小段，称量2克放入磨口
玻璃瓶中，加实验用的蒸馏
水 100ml，然后对剪碎的衣
服样本进行萃取（放到振荡器
中1个小时），加入乙酰丙酮，
进行显色反应。半小时后，试
管中液体呈现出淡黄色。

而后，还需再把液体倒
入比色皿中，拿“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再进行比色测量。

实验结果：儿童服装 B
类 的 甲 醛 含 量 限 量 是≤
75mg/kg，而检测人员发现
这款“聪一”牌裤子（货号

019）的甲醛含量实测值达
179mg/kg，超标2倍多。

专家解读：李秀英称，甲
醛会刺激眼睛、皮肤和黏膜，
部分纺织品在生产过程中使
用含有甲醛的助剂，导致甲醛
含量超标。服装中残留的甲
醛可能是企业为使服装保持
较好的平整度，防止褪色，使
用含有甲醛的整理剂所致。

她指出，甲醛是一种有
刺激性的气体，能通过饮食、
呼吸或皮肤接触等途径进入
人体，对人体黏膜及呼吸道
产生强烈刺激，损害健康。
同时由于甲醛是一种挥发性
的物质，易溶于水，新衣服最
好先洗再穿，减少甲醛残留。

水洗可降低新衣甲醛含量
实验3

实验目的：测试童装pH
值是否符合要求。

实验过程：与 甲 醛 实
验 相 似 ，取 出 一 件 CAL-
ISSE 儿童家居服（A 类，货
号 ULSCS302）剪 下 一 小
段 ，称 量 2 克 放 入 磨 口 玻
璃瓶中，加实验用水。将
液体放到振荡器中萃取 2
个小时，过滤后放到酸度
计中。

实验结果：酸 度 计 显
示，大连韩锦贸易有限公司
总代理、北京鑫花妮服饰厂
分销的 CALISSE 儿童家居
服（A 类 ，货 号 ULSCS302）
pH 值为 9.0。这是一个过
于碱性的环境，不符合国家

标准。
专家解读：检测人员介

绍，婴幼儿服装为A类服装，
标 准 规 定 的 pH 值 是
4.0-7.5，而儿童服装 B 类的
pH 值则是 4.0-8.5。李秀英
称，pH 值 1-14 表示从酸性
到碱性的酸碱度，服装的pH
值在微酸性（略低于pH7）和
中性之间的区域，对人体皮
肤才是有利的，可防止疾病
的传播。如果衣服的 pH 值
过高或过低，处于较强的酸
性或碱性，都会引起皮肤过
敏、受到刺激甚至诱发感
染 。 对 于 pH 值 超 标 的 童
装，多洗洗也有助于降低pH
数值。

pH值过高易刺激皮肤
实验4

致癌芳香胺染料无法洗掉
实验5

实验目的：测试童装有
没有添加禁用的致癌染料。

实验过程：检测人员将
购自百荣世贸商城的一件

“顽皮狗”休闲短袖（未标
注 生 产 厂 家 信 息 ，货 号
Z016L）剪下一部分予以取
样、称量，萃取1小时后，在
液体中加入还原剂，再进行
固相萃取，最后把液体放到
旋转蒸发仪上进行浓缩，浓
缩后的样本经过处理，装入
一个褐色玻璃瓶中。检测
人员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上对24种禁用的可分解
芳香胺染料进行检索。

实验结果：40 多分钟
后，显示在屏幕上的色谱图

是一个像心电图似的高低不
等的波峰图谱，其中有两个
明显高很多的“特征峰”，分
别对应的物质正是联苯胺、3,
3'-二甲氧基联苯胺，均为禁
用的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专家解读：李秀英指
出，不合格染料中的芳香
胺 易 被 皮 肤 吸 收 引 起 过
敏，长期与人体接触还会
导致人体细胞的癌变，但
这种染料无色、无味，不溶
于水，不能通过洗涤等方
式来消除或减轻其危害，
消费者也很难通过肉眼感
官来辨别，只有通过专门
仪器才能检测出来，所以
危害性比甲醛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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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检测人员用“灰色样卡”比对样
本颜色级别。
图2：从童装中提取的纤维，较粗的由
棉和涤纶组成。
图3：服装布料的萃取液进行显色实
验后呈淡黄色。
图4：检测人员通过专门仪器检测浓
缩过的萃取液。
图5：将装有服装碎料和蒸馏水的三
角瓶放在振荡器里进行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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