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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窗帘质量的安全现状及国内外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分析,确定了窗帘风险监测指标和实验测试方法,运

用风险分析方法得出了确定风险等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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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帘布料一般由棉、麻、真丝等天然纤维及涤纶、
腈纶等化学纤维构成。窗帘作为一种功能性和装饰性

完美结合的室内装饰品,几乎在每个家庭的客厅、居室

都能见到,它已成为居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现代窗帘颜色各异,染色、印花、涂料工艺在面料

生产上被广泛采用,其中可能残留的甲醛等有害物质

会在起居生活中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危害;尤其

是儿童房,窗帘常常采用色彩鲜艳、图案活泼的面料,
当窗帘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时,由于甲醛具有挥发性,
就会不断释放而污染室内环境,对儿童的成长带来更

多伤害。窗帘在使用过程中,要经受太阳光的长期照

射,日晒色牢度差的产品会影响其正常使用,损害产品

的品质。同时,作为一种可能的着火物,在家居失火

时,防火等级低、阻燃性能差的窗帘面料会加剧火势强

度,不利于火灾救援及自救,对人的生命安全构成极大

威胁。

1 窗帘布料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1.1 国内外相关法规和标准要求

在国家标准GB18401-2010《国家纺织品基本安

全技术规范》[1]中,窗帘布料由于是非直接接触皮肤的

纺织品,对它的基本技术安全要求被归为C类。C类

纺织产品的安全技术指标具体是:禁用可分解芳香胺

致癌染料,无异味,甲醛含量不大于300mg/kg,pH值

范围在4.0~9.0之间,染色牢度中的耐水色牢度、耐
汗渍色牢度和耐干摩擦色牢度均规定不小于3级。

GB/T19817-2005《纺织品 装饰用织物》[2]中

将窗帘列入悬挂类悬挂制品用织物,并对该类织物的

内在质量有明确规定,对色牢度的几个主要指标都有

要求。该标准规定产品应符合GB18401-2010《国家

纺织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对公共场所用织物的燃烧

性能按有关国家标准执行,但未对家居用窗帘产品的

燃烧性能做出规定。
SN/T1463-2004《进出口窗帘检验规程》同样未

对窗帘的燃烧性能做出明确规定。
1.2 风险监测的必要性

窗帘面料覆盖面广,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家庭之中,
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危害性大,在平时使用中,可能会危

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发生火灾时,可能会对人民群众的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而现行标准在产

品的质量要求上,除了甲醛含量应符合强制性标准GB
18401-2010外,对其他几个重要指标,如日晒色牢

度、燃烧性能等,仅仅是在推荐性标准GB/T19817-
2005《纺织品 装饰用织物》中体现,并无强制要求,因
此,有一定的风险监控必要性。

2 风险监测指标和实验测试方法

风险监测指标为窗帘布料产品的游离甲醛、耐光

色牢度和燃烧性能。
实验测试方法分别为:
甲醛含量应满足GB18410-2010中C类产品要

求;其检测方法按GB/T2912.1-2009《纺织品 甲醛

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3]

执行。
耐光色牢度按GB/T8427-2008《纺织品 色牢

度实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4]规定执行。其中以

4级蓝色羊毛标准的退色程度相当于GB250的4级为

暴晒终点。耐光色牢度应满足GB/T19817-2005《纺
织品 装饰用织物》的指标要求。

燃烧性能应满足GB/T17591-2006中装饰用织

物燃烧性能指标,其检测方法按GB/T5455-1997《纺
织品 燃烧性能试验 垂直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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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结果分析

3.1 采用的风险分析方法

对窗帘面料的耐光色牢度级数,及窗帘面料游离

甲醛含量及燃烧性能进行分析,分别判断其发生的可

能性及伤害类型。选择合适的方法对所采得的样品风

险监测项目的检测数据进行数据综合分析,并依据

GB/T22760-2008《消费品安全风险评估通则》[5]中

相关参数及方法确定风险等级,并进行风险评估。
3.2 原因分析

结合风险监测数据结果,分析风险产生的来源,包
括企业和产业层面、监管层面和社会层面等方面的原

因分析。可能的原因包括企业把关不严、管理疏忽大

意、可能存在投机取巧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监管不到

位,缺乏强制性标准要求等,消费者缺乏相关专业鉴别

技能,在选购时容易受到错误的诱导等。

4 结语

依据现有监控结果,结合国内相关数据及前期检

测结 果,并 参 照 同 类 产 品 的 监 测 数 据,通 过 GB/T
22760-2008通则可判断检验样品发生日晒色牢度衰

退,以及甲醛伤害、燃烧伤害的可能性。依据标准附录

D给出的《消费品危害的风险等级划分》表可对此次风

险监测项目的风险等级进行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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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evenkindsofknittedfabricswerewovenbyflatknittingmachineusingthermoregulationfiberasrawmaterials.Three

indexesaffectingtheknittedfabriccomfortabilityweretested.Usingfuzzymathematicstheory,amathematicalmodelaboutknitted

fabriccomfortabilityevaluationwassetup.Thefuzzyset,membershipandevaluationmatrix,indexweight,modelestablished,com-

prehensiveevaluationvectorandresultnormalizedwerediscussed.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thermoregulationfabriccomfort-

abilitywasproceededbycalculatingevaluationvectorandanalysisofthefuzzy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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