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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了童装的质量安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风险控制建议,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童装质量安全体系提供了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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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装是不同年龄段孩子服装的总称,主要囊括了0
~14岁年龄段人群的全部着装:0岁段的婴儿装;1~3
岁段的幼儿装;4~6岁段的小童装;7~9岁段的中童

装;10~12岁段的大童装;13~14岁的少年装。据不

完全统计,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数量达2.268亿,
足以可见中国市场对童装的需求量之多。然而,这一

庞大数据的背后,却存在着大量的童装质量安全隐患,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健康。就目前而言,
童装的检验项目主要有:pH值、甲醛、染色牢度、重金

属、童装配件、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以及纤维含量

等[1]。所涉及的相关国家标准主要为:国家标准GB/
T22702-2008《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2]、GB/T
22705-2008《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3]、GB/T
22704-2008《提高机械安全性和儿童服装设计和生产

实施规范》[4]、GB/T18885-2009《生态纺织品技术要

求》[5]和GB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

全技术规范》[6]。尽管政府对童装的要求越来越高,监
管越来越严,但仍不断出现童装质量问题的相关报道,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7]。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需要重点保护与关注。国家

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儿童服装安全消

费指引”中也特别提出选购童装时要做到以下4点:质
量安全是首选、化学污染要防范、绳带拉带三步查、配
件试件仔细看,可见童装质量安全的重要性。为了避

免由于童装质量问题而带来更多的悲剧,全面分析和

掌握童装有害因素的可能来源和危害程度,及时发现

童装安全隐患,进行风险预警,建立健全的质量安全与

风险控制机制尤为重要。这样可有效降低或避免童装

风险,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童装质量安全

1.1 化学安全性

童装化学安全性主要涉及的是,为了赋予服装舒

适性、功能性及适当的感官性能,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

的化学试剂可能会有残留、挥发或脱落,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儿童的身体健康。加之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无法

有效避免肢体接触,极容易通过手、口、鼻等进入体内,
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国家标准GB18401-
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8]中明确规定

了纺织产品的基本安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实施与监督。其规定的A类、B类及C类纺织品的

甲醛含量、pH值、染色牢度、异味及可分解致癌芳香胺

染料等基本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相关标准一致。婴幼

儿纺织产品应符合A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儿童服

装产品至少应符合B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儿童

服装产品至少应符合C类要求。
1.2 机械安全性

童装机械安全性主要与童装上的套结、拉带、抽
绳、功能绳、装饰绳、松紧绳、肩带、腰带、绳口、风帽、套
环等有关[9]。绳索和拉带设计生产不合理,很容易造

成儿童勒伤和车辆拖曳危险;纽扣、装饰等小物件的缝

纫强力不够或者其他原因可能脱落,易被儿童吞咽而

导致窒息;带有风帽和某些种类头套的童装会影响到

视力或听力,增加儿童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从过往的

诸多新闻报道也不难看出,机械安全隐患对儿童造成

的伤害更直接也更严重,应予以更多重视。
1.3 其他安全性

大多数发达国家对童装的质量安全性有更高的要

求,如欧美国家在执行的相关标准中明确规定了童装

的燃烧性能。纺织品的燃烧性能是织物在空气中燃烧

的状态和所表现出来的物理化学性能,可用续燃时间、
阴燃时间、毁损长度等来描述燃烧状态,或是极限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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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维持织物燃烧的最低氧气百分比浓度)[10]。而我

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关于童装燃烧性能的规定。若

是童装具有一定的阻燃性能,可以适当降低在某些特

定环境下存在的安全隐患,对儿童的健康而言,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尽快填补童装阻燃安全性方面

的空白意义重大。

2 风险控制

童装质量安全的关键在于化学安全性、机械安全

性等,通过与国外童装质量的相关技术法规和标准对

比,结合目前国内童装生产企业及监管机构面临的实

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风险控制,可适当提升童

装品质。
2.1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基础,综合运用多种渠道

拓宽信息收集渠道,综合发挥行业组织、企业和科研机

构的作用,构建国内童装健康安全性能监控体系,有利

于预警、发现、识别和评估风险,以便做出正确决策,处
置风险。风险评估所包含的工作繁多,在收集历史不

合格数据和敏感因子的基础上,首先对数据进行评估,
将童装 产 生 的 危 害 进 行 程 度 划 分,再 评 估 风 险 等

级[11]。合理运用统计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科学地评估

风险,从而做好预警。通过信息化建设,提高行业信息

化应用水平,加强生产在线监控、采购及销售终端电子

商务、库存信息化管理等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一方面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和行业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另一方

面也方便监管部门获取产品质量信息。
2.2 加强宣传

我国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普遍存在法律意识较薄

弱。大力宣传《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
通过宣传和有效实施这些法律法规,一方面可以提高

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强化经营者的质量

意识。把握风险排查整治的重要契机,从点到面、从上

到下、从内到外,全面排查各种质量安全风险和突出问

题,力争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探索与建设上有所突破。
2.3 严格执法

纵观过往所报道的由童装质量问题带来的惨剧,
归根结底,是部分企业商家“钻空子”。虽然国内已经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服装标准体系,但大多都不是强制

性标准,执行力度不强。从源头上对质量进行严格监

控是降低童装质量风险的有力措施,地方技术监督部

门要加大抽查的覆盖面和对不合格企业的处罚力度,
堵住假冒伪劣产品的源头。通过监督抽查发现质量问

题,提高企业、商家的质量把关意识;通过整顿产品质

量来规范市场,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为生产企业营造

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一个放心的环境。
2.4 帮扶企业

提高生产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水平,从根本上提高

童装的质量是风险控制的重中之重。首先是设计,兼
顾化学安全性和机械安全性原则;然后是原材料进厂

把关;其次是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毒有害化学品的

监控;最后是产品检验,保证合格产品出厂。从童装的

设计、生产到成型,都要加强质量安全保障意识,加强

企业质量意识和诚信体系建设,是推动质量安全体系

构建的重要环节。这需要政府加大产业公共技术服务

及管理服务,一方面,形成集教育培训、技术推广、质量

检测、信息服务、技术咨询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技术服务

平台。帮助企业加快对旧工艺、有害原料的淘汰或者

改进进度,加大对新方法、新原料、新工艺的开发力度,
向科技创新要效益。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整合资

源,组织专业人才和技术专家深入企业指导,推动产业

集群和中小型企业协调发展,提高行业的整体实力和

质量,降低产品质量风险。另一方面,加强质量管理培

训,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和方法,鼓励实

施卓越绩效模式、精益生产、现场改进等管理方法,积
极研究和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供应链质量管理模式,
引导行业龙头企业通过供应链质量管理延伸技术标

准、企业战略和质量文化的影响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形成质量保证共同体,并运用信息化技术构建供

应链质量管理网络,实现信息共享机制和反馈机制,促
进企业互利、共赢、良性发展,从而降低行业的质量风

险。还可以建立童装生产企业信用档案,将每次抽查

结果和通报情况记录在案,迫使企业提高质量意识。
2.5 加强科研

加大科研力度,积极开展检企合作和产学研检联

合研发,解决行业的共性问题和技术难题,不断提升检

测机构的科研水平和服务产业升级的能力。标准体系

建设对童装监管起着重要的作用[12]。实时关注国外

标准和技术法规的新动向、新变化,开展新产品标准的

研究工作,完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减少产品

标准数量,提高标准质量,建立统一、完善的童装质量

安全标准体系,有利于控制童装质量风险。
积极提升国内现有各级专业质检机构检验水平。

不断跟踪国际动态,开拓新的检测项目,提高检测能

力,争取能够代理国外相应检验机构和目标市场订货

商的国内检验业务,以便童装能在产品环保、安全健康

及全性能评定方面具备国际资质,更好地与国外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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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更好地担当起指导和促进国内童装行业技术质

量进步的责任[13]。

3 结语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关系着

下一代的发展,若是一个民族不能很好地坚固下一代

的安全,那会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而这一关键掌握在我

们的手中。关注童装质量安全问题,实时掌握国外动

态,更正现有落后规范与标准,加大质量宣传力度,增
强消费者意识,严惩不法行为,加强科研,提升品质,才
能从各方面保障童装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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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具有强大散热性能的新型面料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面料,
具有比目前所有的天然或合成织物更好的散热效果。
他们在《科学》杂志上撰文称,在夏日里穿着这种织物

做的衣服,即使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中,一样会感觉凉爽

舒适。当前市场上也有一些面料,可以有效地让汗液

蒸发来降低体感温度。而新面料运用了完全不同的冷

却机制:通过减小红外辐射障碍来促进身体散热。
这种新型面料有些类似我们日常所用的厨房用聚

乙烯塑料。厨房用塑料有一个重要属性,即允许红外

辐射穿过,但它不透水,又透明,根本不能用来做衣服。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综合运用了纳米技术、光子学技

术和化学技术,来弥补聚乙烯的这些不足。
他们找到一种常用于电池制造的聚乙烯材料,其

具有特殊的纳米结构,在可见光下不透明,但不能阻挡

红外辐射。然后,研究人员用一种无害的化学物质使

其具有透水性,让水蒸气分子能通过材料的纳米孔。
这样,改良后的新材料就具备了作为服装面料的三个

基本条件:可见光下不透明,透水透气,允许热辐射穿

过。
为了使这种轻薄材料更像服装面料,研究人员设

计了具有一定强度和厚度的三层面料结构:两层聚乙

烯,中间由棉网隔开。
研究人员指出,所有物体,包括人的身体,都是以

红外辐射的形式散热,衣服会限制身体热量的排放,使

皮肤感到更温暖,因此,具有散热功能的衣服是炎炎夏

日里的着衣首选。新型面料与相同厚度的棉布对比,
具有更好的散热性能:穿着新型面料制作的衣服,会比

穿着棉布衣服的体感温度低两摄氏度。
研究人员称,新研究开辟了制冷或加热技术研究

的新途径:不利用外部能源,通过改变材料的红外辐射

穿透性达到目的。而要让新型面料更像服装面料,还

需要更多工作,比如添加更多的颜色、纹理。或许不久

的将来,人们就可以穿上又酷又爽的空调式衣服来度

过炎炎夏日了。 (摘自:中华纺织网)

·13·     2017年第2期             测试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