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产品评价规范 纺织产品》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和起草单位

推行绿色制造，实施绿色新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同选择，推进绿色发展是提升国际

竞争力的必然途径，更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经之路和实现制造强国的内在要求。作为世

界纺织大国，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生产过程中还存在一定污染，与国家倡

导的生态文明理念还有一定差距。为了进一步加快推进纺织行业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使绿色制造成为纺织经济增长新引擎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国家将绿色发展作为我国“十三五”

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着力点之一，不仅为纺织行业今后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将是纺织

行业“十三五”发展的重点。纺织行业作为一个环境敏感型和资源依赖型的传统制造业，与

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密切相关。因此落实可持续发展,实施绿色制造,对纺织行业实施绿色制

造，对纺织行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和规避国际绿色壁垒等意义深远。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统一的绿色产

品体系，将目前分头设立的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统一整合为

绿色产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等体系。此外《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

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将绿色消费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和

消费升级重点领域和方向之一，并提出全面提高标准化水平，加快制定和完善重点领域及新

兴业态的相关标准。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

加快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围绕消费者密切相关、人体健康

和生态环境潜在影响大、市场规模大、国际贸易量大的产品，统一部署了一批绿色产品评价

标准研制项目，轻纺领域涉及家具、纺织品、文具、玩具、洗涤用品等，本标准作为首批绿

色产品评价标准研制项目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绿色产品评价规范 纺织产品》

国家标准制定计划，计划号为 2017100998 ，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中纺标

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工业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负责起草。

2、主要工作过程

(1) 2016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确定标准制定原则和标准框架，

同时对国内外纺织品绿色相关的标准进行了全部系统的梳理和比对分析。

(2)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月，对国内市场上纺织产品的生态安全性能及开展绿色认证

的现状进行调研；收集了大量纺织产品质量检测数据并进行分析；同时从市场上收集代

表性纺织样品组织进行实际检测与分析。

(3) 2017 年 2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对标准中涉及的关键技术指标进行了深入讨论。起草

组根据专家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4) 2017 年 4 月，经过多轮修改、确认，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标准编制说明等文件，并

广泛征求意见。

二、 标准编制原则

1. 本标准中绿色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按照 GB/T XXXX《绿色产品评价通则》要求进行设置。

2. 本标准中评价指标的设定是以现行有关国家标准、国际国外标准为基础。评价指标的选

取以覆盖面广、尽可能涉及产品全生命周期所有阶段、消费者关注度高、水平与国际国



外接轨、高端引领为原则。

3. 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数据收集和验证试验，以确保本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4.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三、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给出了绿色纺织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绿色防止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

方法。本标准适用于采用绿色设计而生产的纤维、纱线、织物及其制品。本标准的定位主要

是为绿色纺织产品的认证服务。

1、 评价要求

标准中将评价要求分为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两部分。基本要求部分对产品质量、安

全和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及环境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规定。企业首先应满足节

能环保法律法规，污染排放应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最高要求；其次，产品

绿色性能的获得不应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企业应兼顾产品的绿色和质量性能，产品质量

水平应满足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最后，企业应具有健全、完善的环境和质量管理体系并严

格执行以对生态环境和产品质量负责。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所涉及的非绿色因素的特点，将评价指标要求划分为一级指标和

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由资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组成。标准研制过

程中主要参考了欧盟法规、Eco-label 认证标准、Oeko-Tex Standard 100-2017、日本

Eco-Mark 认证标准以及我国污染物排放标准，指标的选取根据我国现有检测方法标准和技

术要求，囊括国外法规中规定的内容并增加国外有而国内无的部分内容。对于国内已有限制

要求的指标，已与国际接轨的本标准直接采用国内标准要求，对于落后指标或国内未提出要

求的指标，本标准参考 REACH 法规、Eco-label 认证标准、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等国外标准进行设定争取以当前国内 5%的该类产品达到该基准值要求为取值原则，以体现

绿色产品的优势。

（1）资源属性

纺织产品的资源属性可包括生产加工过程中原材料节约、水资源节约、循坏再利用材料

的使用、原辅料性能等方面，但受现阶段检测技术水平的影响，部分指标难以进行验证，如

绿色纤维与普通纤维的鉴别及含量的测定方法尚不成熟，标准中选取了能够表征产品主要绿

色特性并能量化和可检测验证的指标。

对于原材料节约指标考核产品的合格品率，在对目前行业内有关标准以及收集资料的基

础上对基准值进行确定，分析发现行业内标准中对一级生产水平的合格品率要求均不低于

99%，因此，本标准中要求企业生产产品的合格率不低于 99%。

由于纺织行业属于用水大户之一，尤其是印染和化纤行业，因此标准中对印染加工和化

纤生产过程中的单位产品取水量提出了要求，基准值的确定参考了现有纺织行业取水定额

GB/T 18916 系列国家标准中一级生产指标要求和 GB/T 26923-2011《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

行业》中的要求。此外，由于石棉纤维、偶氮染料、致敏染料、致癌染料、有害助剂的使用

无论对人体还是环境均有一定危害，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被列为禁用物质，因此本标准中规

定禁止以石棉纤维为原料、禁用的有害染料 36种、禁用阻燃整理剂 8 种，做到从源头上对

非绿色因子进行控制。

（2）环境属性

纺织产品的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由印染、化纤生产、后整理、功能性整理所引

起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待评估企业的水污染物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最高要求。特别的，对于纺织产品而言，从纤维种植起始直到产品的使



用维护会使用多种染化料和助剂，其中不乏对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如杀虫剂、三致染料、

重金属、漂白剂、抗菌整理剂等，这些化学物质的使用会导致或潜在的对环境造成破坏，因

此本标准在资源属性中对纤维原料、染料和助剂中对环境有害的要素提出了具体指标要求。

其中对于纤维中有害物的要求重点提取了欧盟 Eco-label 中的规定，指标水平与欧盟保持一

致；对于染料和助剂的环境属性指标重点考核其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和有害重金属的含量，指

标的选取重点参考了《染料产品中 23 种有害芳香胺的限量和测定》、《染料产品中重金属

元素的限量及测定》和《纺织助剂产品中部分有害物质的限量及测定》3 项国家标准。

（3）品质属性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对纺织产品的品质属性关注度高的指标主要有产品质量和健康安全

性能。作为基本要求，任何产品都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所标产品标准中的要求，其次满

足本标准中规定的其他品质属性指标，标准中列出的这些品质属性指标均与毒有害物质相

关。

对于纤维而言，天然纤维在种植过程中会使用高毒性、多类别的杀虫剂和除草剂，这些

农药具有致癌性和一定的省区蓄积性，会对长期喷洒农药的药农或者棉田的生物带来毒害，

残留在纤维上的这些农药会对后道工序中的加工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无论是 Oeko-Tex

standard 100、Eco-label 还是日本的 Eco-Mark 均给出了天然纤维中杀虫剂的总量的限量

要求，其中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中规定了 70 种杀虫剂在婴幼儿用纺织品中的总量

不超过 0.5mg/kg，其他产品中的总量不超过 1.0mg/kg；Eco-label 中规定除获得豁免的有

机棉和 IPM 计划棉外，所有的棉纤维原料中 33 种杀虫剂的总量不应超过 0.5mg/kg，羊毛纤

维中 8 种有机氯类杀虫剂总量和 5 种拟除虫菊脂类杀虫剂总量均不超过 0.5 mg/kg，6 种有

机磷类杀虫剂总量和 3 种几丁质合成抑制剂类杀虫剂总量均不超过 2.0 mg/kg；Eco-Mark

中的规定与 Eco-label 基本一致，综合考虑绿色纺织产品的优越性与实验室检测能力，本标

准参考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规定 65 种杀虫剂在婴幼儿用纺织品中的总量不超过

0.5mg/kg，其他产品中的总量不超过 1.0mg/kg。在化学纤维制造过程中，由于涉及的化学

物质和合成加工反应较多，常常会有有毒有害废气和废水排出，如在聚丙烯腈纤维生产工艺

中的主要原料丙烯腈就属毒性物质，其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有少量逸出，其蒸汽经呼吸道吸入

后会引起急性中毒。在分析相关资料时发现目前 Eco-label 中对化学纤维的绿色属性的要求

相对比较全面和详细，分别规定了不同纤维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有害物限量，受

地域、经济、科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外环境标准并不适用于我国，因此，本标准中仅

参考了与纤维中有害物相关的指标，限量值同欧盟持平，涉及，聚丙烯腈纤维中丙烯腈含量、

铅着色剂的使用；人造纤维素纤维中 AOX和 OX限量以及弹性纤维中有机锡化合物限量 3 部

分。

对于织物及其他制品，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使用了一些有毒有害染、化料助剂和功能性整

理剂，当这些有害物质残留在纺织品中达到一定量时，会对最终消费者的皮肤甚至健康产生

一定的危害，这些物质主要包括在某些还原条件下可释放分解出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致

癌染料、致敏染料、涤纶染色工艺中用到的氯化苯和氯化甲苯、一些金属基的络合染料等，

以及在后整理过程中一些有害整理剂的使用，如防缩整理中的甲醛，含溴-锑系的阻燃剂，

含铜的抗菌剂，以及 PVC 涂层、覆膜中使用的邻苯二甲酸盐类增缩剂等，这些有害物质通过

纺织品与消费者的皮肤长期接触后，有的会致皮肤敏化，有的则在人体内蓄积，从而诱发各

类癌症。

由此可见，对于纤维和其他产品而言涉及的有害要素具有明显不同，因此本标准对纤维

和其他产品分别考核。除纤维外的其他产品，参考国际、国外纺织产品安全技术法规、绿色

评价标准选取相关品质属性指标，考核指标包括可萃取重金属、总铅、总镉、镍释放、苯酚

化合物、有害染料、多环芳烃等 23 类。各项指标的选取均是基于在确保具备指标检测方法



和实验室具备相应检测能力的基础上，力求技术指标水平与国际国外相关标准接轨为原则。

通过对 REACH 法规、Eco-label 以及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中考核项目的梳理统计，

发现甲醛、可萃取重金属、五氯苯酚、领苯二甲酸酯、有机锡化合物、壬基酚、辛基酚、壬

基酚聚氧乙烯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多环芳烃、有害紫外光稳定剂、有害阻燃整理剂、有

害染料、全氟化物以及部分残余化学物品等均属于共同考核内容，相同考核项目共计 70 余

项。

具体指标在设定时重点参考 Eco-label 和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中的限量要求，

对于存在差异的考核指标从严选取，但对于部分指标综合考虑国外法规和我国强制性标准进

行确定，例如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中要求除玻璃纤维制品外的所有产品中总镉含

量均不超过 40mg/kg，Eco-label 中对婴幼儿产品中总镉的限值为 50mg/kg，其他产品不超

过 100mg/kg，我国的 GB 31701-2015 中规定婴幼儿 A类产品应不超过 100mg/kg，作为绿色

纺织产品其安全性因高于国家基本安全规范的要求，但同时考虑尽量不增加企业负担，本标

准中对总镉的限量值采用了欧盟 ECO-label 中的要求。可萃取重金属是纺织产品安全质量控

制中不可缺少的一大类物质，在 REACH 法规和我国的强制性标准中规定的种类较少，而在国

外和国内生态纺织品相关标准中规定的种类较为齐全（具体要求见表 1），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中涉及铅、镉、铬、六价铬、锑、砷、钴、铜、镍、汞 10 项，与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相比 Eco-label 中除缺少对六价铬的要求外，对于铬、镍和汞针对所用染料的不

同分别控制，使用金属络合染料染色产品的要求与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一致，而

其他染料染色产品的限值严于前者，对铅、镉、锑、砷、钴的限量要求与前者完全相同，由

于我国目前许多染料具有产品耐染色牢度较高、色彩鲜艳、色调较丰富等其他染料不可替代

的性能，在未找到等效的、更绿色的替代染料之前，本标准暂时不对其提出更高的限量要求，

与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保持一致。

此外，由于纺织产品中可能会存在部分金属附件，而镍是一种容易导致接触性过敏的元

素，镍元素通过释放并长期与皮肤接触后会被皮肤吸收，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欧盟早在

1994 年便出台了镍释放指令，近年来各国家对纺织产品的镍释放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

而我国现有纺织品标准中尚未对该指标进行规定，本标准中参考欧盟 REACH 法规和

Eco-label 将纺织产品附件中的镍迁移（镍释放）指标定为不超过 0.5μg/ cm2 /周。

表 1 有关标准中重金属限量要求

项目
Oeko-Tex standard 100-2017 Eco-label

婴幼儿用 其他纺织产品 婴幼儿用 其他纺织产品

锑 30 30 30 30

砷 0.2 1 0.2 1

镉 0.1 0.1 0.1 0.1

铬
1.0 2.0

—用金属络合染料

染色的纺织品：1.0

—其他纺织产

品:0.5

—用金属络合染料

染色的纺织品：2.0

—其他纺织产

品:1.0

六价铬 低于检出限（0.5） 低于检出限（0.5） - -

钴 1.0 4.0 1.0

—用金属络合染料

染色的纺织品：4.0

—其他纺织产

品:1.0

铜 25 50 25 -

铅 0.2 1.0 0.2 50



镍
1.0 4.0

—用金属络合染料

染色的纺织品：1.0

—其他纺织产

品:0.5

1.0

镍迁移 - - 0.5 0.5

汞 0.02 0.02 0.02
1.0

0.02

2、 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各项绿色指标检测方法标准的选取以普遍适用、方法成熟为原则，优先选用国

家和行业标准。

3、 评价规则

本标准采取符合性评价的方式，只有当申请评价产品符合标准中规定的全部要求时方可

判定该产品合格，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特别的，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会出现同一批

次产品具有多个品种和/或多种颜色的情况，而这些差异会对产品品质属性中某些指标的评

定造成影响，如禁用染料、染色牢度，因此在判定产品品质属性时应从每批产品中按品种、

颜色随机抽取有代表性样品，每个品中按不同颜色各抽取 1 个样品。

4、 验证试验

4.1 收集数据分析

为了解国内市场上纺织产品生态安全性的实际检测水平，统计了2643家企业委托第三方

检测结构所检测的产品中不合格产品的数量，被检测产品类型主要包括服装、面料、床上用

品，其中因pH超标导致不合格的数量为307项、因色牢度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有550项（其中耐

干摩擦色牢度和耐汗渍色牢度不合格总量为286）、由甲醛含量超标造成的不合格数量为53

项、因使用禁用染料导致的不合格有52项、重金属含量超标1项、邻苯二甲酸酯含量超标1

项、燃烧性能不符合要求的有3项、婴幼儿和儿童服装上绳带不符合标准的有2项、样品具有

异味的有16项。计算得知，在所有不合格样品中，因生态安全不达标占到37.7%，可见我国

市场上纺织产品的生态安全急需提高，同时纺织产品的生态安全性是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的

最低一道防线根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所在，因此，加强纺织产品绿色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

工作迫在眉睫。

此外，本标准研制过程中对目前申请获得生态纺织品认证的产品的生态安全性进行了验

证，共选取12家获认证企业的27件产品，对应GB/T 18885中的所有项目有两家企业的2件样

品不符合要求，其余企业的产品均符合要求。

4.2 实际检测分析

为验证本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起草组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纺织

样品进行实际检测。样品包括面料、里料、服装、床上用品、衬衫类产品和内衣产品等。面

里料样品包括平纹布、斜纹布、府绸、灯芯绒等共计28种；服装样品包括成人休闲服、大衣、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等共计105件；床上用品包括褥子、被罩、床单、枕套等共计75件；衬衫T
恤类样品包括等共计45件；内衣样品包括保暖内衣、女式莫代尔内衣、男式莫代尔印花套装、

女式无缝美体内衣、男式三角裤、平脚裤等共计60件。本次开展的试验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别

除了对GB 18401-2003中的规定项目检测外，还对重金属、甲苯、氯化甲苯、四氯苯酚、五

氯苯酚、邻苯基苯酚等作了测试。具体检测结果见表2。

表 2 生态安全性检测结果汇总表

类
别

检验
数量

不符
合数

检验项目不合格统计

pH
值

偶氮
染料

甲
醛

六
价
铬

氯苯
和氯
化甲
苯

重
金
属

四
氯
苯
酚

五
氯
苯
酚

邻苯
基苯
酚

色牢度

耐
水

耐
汗
渍

耐
摩

耐
唾
液

耐
洗

A类 50 20 2 0 5 6 0 4 0 0 0 1 4 2 5 -



B 类 179 46 3(87) 4 3 5(92) 0(92) 4(92) 0(92) 0(92) 0(92) 4 18 19 - 10

C类 9 6 0 0 0 0 - - - - - 0 0 4 - 2

注：A 类：婴幼儿用品；B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C 类：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为未检测；括号

中数字为实际测试样品数量。

另外，由于重金属主要来自金属络合染料或染料中残留的作为催化剂的金属离子。因此，

对于重金属的检测除了测试表 2 中所列成品外，还特意收集了带有印花图案或涂料的织物面

料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3。

表 3 织物面料重金属测试结果

序号 样品描述
重金属

镍 镉 铅 铜 钴 砷 铬 锑

1 红色面料印银色和绿色图案 0.02 0.00 0.00 0.06 0.02 0.22 0.18 0.12

2 红黑白色织格 0.08 0.00 0.00 0.12 0.02 0.10 0.36 0.04

3 紫色灯芯绒 0.08 0.00 0.00 0.06 0.02 0.00 0.20 0.00

4 黑色针织面料印有涂料 0.24 0.00 0.00 0.10 0.02 0.00 0.20 0.12

5 黑色面料上印有白色涂料 0.02 0.00 0.08 0.02 0.04 2.00 0.04 0.22

6 红色机织腰带上镀银色膜 0.14 0.06 0.00 0.34 0.00 0.00 0.20 0.18

7
红白条针织布上印有字母

（镀银色膜和亮粉）
0.10 0.02 0.00 0.12 0.00 0.00 0.36 0.16

8 黑色针织面料上印银色涂料 0.28 0.00 0.00 0.66 0.00 0.00 0.20 0.16

9 深蓝色斜纹布 0.18 0.00 0.00 0.12 0.00 0.02 0.20 0.20

10 红色针织布上印图案 0.08 0.00 0.00 0.12 0.02 0.00 0.14 0.24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纺织产品不符合的非绿色因子主要是甲醛、重金属、色牢度

等，所有测试样品中没有因四氯苯酚、五氯苯酚、氯苯和氯化甲苯、邻苯基苯酚超标导致不

合格的产品。以表 1 中所列的生态安全检查项目判定，A 类婴幼儿用品的合格率不高，为

60%；B类产品共测试了 179 个样品，包括内衣、服装、床上用品、毛巾等，综合符合率在

75%左右；C 类产品共测试了 9 个样品，9 个样品均为儿童服装，合格率为 33%左右。不合

格的项目主要是甲醛、重金属、偶氮染料和色牢度，重金属不符合的样品主要是铬和六价铬

含量超标，B 类产品偶氮染料超标的 4 个样品中有 3 个是床上用品，其中可分解芳香胺含量

最高的达到了 271mg/kg，远远高出标准的规定≤20mg/kg；因甲醛超标的样品有 3 个，对于

B 类产品甲醛含量标准规定为≤75 mg/kg，但在不合格样品中甲醛含量最高值达到了 213
mg/kg，几乎相当于标准值的 3 倍；在 5 个因六价铬含量超标的样品中，最高值达到了 5.4
mg/kg，而生态纺织品中其规定仅为≤0.5 mg/kg。在表 2 中所测试的 10 块织物面料中，重

金属含量超标的很少，只有 1 号和 5 号样品的砷含量超标。其中 1 号样品的砷含量只是不符

合 A 类要求，符合 B 类、C 类和装饰材料的要求；5 号样品的砷含量不符合所有类别绿色纺

织品要求。

本标准在现有生态纺织品标准的基础上新增了 20 余项指标，而且对部分旧指标进行了

加严，若想符合本标准的全部要求对目前大部分企业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与此同时也符

合本标准“高端引领”的原则，起到引导企业向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已有近 40 多个国家的政府推出了生态标志制度，涉及的产品品种也越来越多，但

大多数标志仅限于在本土范围内使用。纺织品生态标签主要以欧洲各国的标志为主，尤其是



Eco-label 和 Oeko-tex standard 100,这两类标志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颇具有领导作用。此

外，日本的 Eco-Mark 和韩国的 Eco-Mark 发展的也比较成熟。

从标准所考核的生态要素来看，Oeko-Tex standard 100 重点对最终产品影响人体健康

和生态安全的有毒有害物质提出了限量要求，不涉及污染物排放等环境相关指标，尚不能称

之为实际意义上的绿色评价标准，但该标准中有害物的种类细而全，同时不定期的进行更新

和修订，随时将危险物质纳入标准之中；欧盟的 Eco-label 限制了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

物排放、有害物质含量、提出了回收再利用和清洁生产要求等，覆盖了产品全部生产链，属

于实际意义上的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评价，虽然其有害物的种类不如 Oeko-Tex standard 100

全面，但仍是迄今为止最严格的纺织品生态标准；而日本和韩国的 Eco-Mark 则在有害物的

基础上又不同程度的引入了环境要素，其中有关有害物的限量要求与 Oeko-Tex standard

100 基本一致，但远不如后者全面，二者对环境属性的要求又不及 Eco-label 严格、具体。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国外先进纺织品绿色评价标准的精华。在有害物方面主

要参考 Oeko-Tex standard 100，尤其是对于 Oeko-Tex standard 100、Eco-label、REACH

法规中有重叠的物质必须纳入本标准中，对于各标准中独有的考核项，根据目前我国的检测

水平及方法标准发展水平进行取舍，同时指标水平与国外标准保持一致，同时对源头和最终

产品进行控制。在能源、环境、资源属性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考虑到地域、加工工

艺、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国外的有关要求并不适用于我国，由于我国是纺织生产大户，环

境污染较国外严重，环境治理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我国的部分环境标准严于国外

标准，所以以上 3 类属性指标的要求以符合我国现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为准。整体来看，

本标准达到了国际水平。

五、 与有关标准的关系

在国内与纺织品绿色评价相关的标准有 GB/T 18885-2009《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该

标准的产品分类和要求参照国际环保纺织协会 Oeko-Tex standard 100《生态纺织品通用及

特殊技术要求》（2008 年第 1版），主要技术内容与 Oeko-Tex standard 100 保持一致。

与 GB/T 18885-2009相比，本标准增加了资源属性、能源属性和环境属性 3大生态环境

安全特性的要求，而 GB/T 18885-2009中仅对最终产品会引起人体健康安全和环境安全的有

毒有害物质提出限量要求，本标准同时对有害物和产品质量提出具体要求。此外, GB/T

18885-2009中产品的分类直接沿用了 Oeko-Tex standard 100 的分类方式,将产品划分为婴

幼儿用品、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和装饰材料 4类分别提出要求，而本标

准中将产品划分为婴幼儿用品、直接接触皮肤用品和非直接接触皮肤 3 类，提高了对装饰材

料的要求。

从标准中的安全要素来看，本标准中对纺织纤维安全性能的考核除天然纤维中的杀虫剂

残留量外，还能加了 5项对化学纤维生产过程中有害物的限量要求，如要求聚丙烯腈纤维中

丙烯腈含量不超过 1.5mg/kg、聚丙烯纤维不应使用铅着色剂、人造纤维素纤维中 OX总量不

超过 150mg/kg，而且本标准中涉及的杀虫剂种类有 65种，比 GB/T 18885-2009新增了 5种；

对于其他纺织产品，本标准增加了国外法规中规定的部分考核内容如镍释放、总铅、总镉等，

此外增加了多环芳烃、全氟化合物、有害残余溶剂、有害残余表面活性剂、紫外光稳定剂等

安全项目，即使是与 GB/T 18885-2009共同考核的项目，本标准也对大类下的小类物质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增补，总计 36项，同时部分指标的要求严于 GB/T 18885-2009，如对于婴幼

儿纺织品和直接接触皮肤儿童纺织品增加了耐湿摩擦色牢度考核项，将婴幼儿用品中总镉含

量的极限值提高到 50mg/kg，增加了金属附件中镍迁移的具体要求。

此外，与绿色纺织产品评价相关的标准还有 HJ 254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纺织产

品》，这项评价标准中均未给出环境、资源、能源属性的具体规定，仅要求生产企业污染物



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而标准中对有害物的要求参考

Oeko-Tex standard 100 制定的，但有害物种类不够齐全，而且部分指标的要求宽于本标准。

本标准与国内现有标准不重复、不矛盾。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与依据

本部分在起草过程中无发现重大分歧。

七、 贯彻国家标准的意见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上报，建议做好标准的宣贯和咨询解答工作，特别是针对产

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生产企业和检测、认证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