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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总结近年蚕丝被质量监管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蚕丝被技术标准要求和质量安全风险分析,归纳了2018年

蚕丝被主要质量安全问题,分析了产生原因,提出了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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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产品简介

蚕丝被是指以天然蚕丝(主要为桑蚕丝、柞蚕丝)
为主要填充原料,通过选茧、煮茧、拉丝、制被等工艺制

成的被子。凭借其天然、柔软、保暖性强、透气排湿性

好等优良的品质,成为近年来热销的家纺产品[1].。

1.2 行业发展情况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蚕丝被产业形成了明显的

集群化态势,基本是结合填充物原料的产地,就近生产

其他床上用品,进行配套销售。蚕丝填充物的生产主

要聚集在传统的桑蚕养殖地区,如江苏、浙江等地,据
中国丝绸协会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蚕丝被生产企业上

千家,其中有自主品牌的近200家。2017年,我国生产

蚕丝被2200万条,使用纯蚕丝约4.4万t,成为我国

茧丝的消耗“大户”。蚕丝被产业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

量、稳定茧丝价格、保证广大蚕农收益也有着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2 质量安全形势

近3年,各级质量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多次蚕丝被

质量监督抽查,质量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随着电

子商务渠道的兴起,蚕丝被质量稳定性出现明显波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初,蚕丝被行业出现使用

化学试剂对丝绵进行增重处理的情况,这种行为既严

重影响了蚕丝被行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危害了广

大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给老百姓的身心健康带来风

险[2].。

2.1 监督抽查情况

2018年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开展床上用

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涉及蚕丝被2批次,均合格;

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抽查了17批

次蚕丝被产品,有3批次不合格,主要质量问题是pH
值和填充物含油率。2018年上半年浙江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组织开展了蚕丝被产品监督抽查,抽查了45家

企业生产的45批次蚕丝被产品,其中不合格2批次,
产品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在纤维含量、填充物含油率

等;下半年,在“放心消费在浙江”专项抽查中,对在浙

江销售的30批蚕丝被产品进行抽检,发现10批次不

合格产品,不合格项目集中在填充物纤维含量和填充

物含油率。

2.2 风险监测情况

2018年,蚕丝被行业出现使用化学试剂对丝绵进

行处理以实现增重的现象。经跟踪调研分析,采用甲

基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酰胺等接枝共聚单体进行增重

的现象较普遍。丙烯酰胺属中等毒性类物质,甲基丙

烯酸酯、甲基丙烯酰胺等可通过吸入、食入、经皮肤吸

收等方式侵入人体,对眼睛和皮肤有一定的刺激,在体

内有蓄积作用,主要影响神经系统,可能导致嗜睡、小
脑功能障碍以及感觉运动型多发性周围神经病。上述

的添加增重行为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严重的健康安全风

险。

3 存在的质量问题

从2018年上半年来看,蚕丝被质量安全问题集中

在纤维含量、填充物品质和填充物质量偏差率项目,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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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象是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和缺斤短两。

3.1 掺杂使假

一是以非蚕丝纤维替代蚕丝纤维,国家标准《蚕丝

被》规定,蚕丝纤维必须注明纤维种类及准确的含量,
蚕丝被产品应含桑蚕丝或者柞蚕丝50%以上。有些蚕

丝被标注填充物成分是纯蚕丝,但实际上在填充物中

掺杂非蚕丝纤维,如黏纤、棉等纤维,甚至根本不含蚕

丝,2018年还发现采用木棉纤维冒充桑蚕丝的情况;
二是以柞蚕丝替代桑蚕丝,桑蚕丝手感柔软、光滑、色
泽典雅、纤维细、价格高,而柞蚕丝纤维粗、手感粗糙、
价格低,不法企业为达到降低成本、牟取非法利益的目

的,采用柞蚕丝冒充桑蚕丝,欺骗消费者;三是以混合

蚕丝替代纯蚕丝,产品采用包芯或层铺的方法,丝胎的

内外采用原料的成分和含量不一致。外层使用品质较

好的桑蚕丝绵,中间层则是品质低劣的丝绵,甚至是

掺杂的丝绵,如含有短纤维的柞蚕丝绵、含有杂纤维

的落棉等,有的中间层则是一层桑蚕丝绵隔一层柞蚕

丝绵。少数产品仅在胎套拉链开口处包覆少量品质较

好的丝绵,以蒙混普通消费者。

3.2 以次充好

一是以短丝绵冒充中长丝绵、长丝绵。长丝绵和

中长丝绵是选用较好的原料加工成的丝绵,蚕丝很少

被切断,制成的丝绵韧性好,保暖又轻巧,即使脚蹬踹,
被子也不易损坏,使用年限长;短丝绵是采用品质低的

原料经过加工而成的丝绵,价值低,做成蚕丝被之后,
撕拉韧性较差,容易断层,蓬松性不够,保暖性和舒适

性也差。二是以下脚丝绵冒充双宫茧丝绵。优质蚕丝

被的原料是双宫茧,由于双宫茧特殊的形态,使得双宫

茧蚕丝被具有更蓬松的组织结构,柔软、耐用。一些其

他类型的下脚料也被用作蚕丝被原料,主要是黄斑茧、
柴印茧、印头茧、削口茧、烂茧、蛹衬等,这些原料需经

过多道漂白工序处理,制成的丝绵光泽度差,稍显粗

糙,有筋条,手感差,容易扯断,使用时间长了容易板

结。但下脚丝绵成本低,一些企业就采用漂白加工的

下脚丝绵冒充双宫茧丝绵,使得蚕丝被质量下降,严重

的会使蚕丝被达不到标准要求。

3.3 缺斤短两

一些蚕丝被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明确标注填充

物质量,混淆毛重、净重概念,浑水摸鱼,误导消费者。
一些蚕丝被填充物质量明显低于标称质量,是典型的

偷工减量、缺斤短两。

4 质量安全问题形成原因

我国蚕丝被产业发展至今,质量安全问题一直存

在,其原因主要有:
(1)从供给端看,蚕丝被生产企业品质品牌观念不

强、诚信经营理念不深入。由于蚕丝被属于传统产业,
技术含量不高,进入门槛较低,大部分企业由原始手工

发展而来,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思维尚不系统。
特别是今年以来蚕丝被市场行情看好,企业生存空间

充裕,缺乏创品牌、强品质的动力,质量安全也没有得

到应有重视,存在人员质量意识不强,企业质量管理不

完善的情况,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没有压实,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隐患较大。
(2)从需求端看,蚕丝被市场需求参差不齐,百姓

消费理念不科学。由于我国消费人口众多,消费能力、
水平和理念也千差万别,在当前,有追求品质的消费群

体,也有苛求实惠的消费群体,这也造就了迥异的消费

需求,部分消费者一昧关注产品价格,忽视了产品质

量,特别是在电商平台,一些价格畸低的蚕丝被频频涌

现,因为满足了部分消费者的价格需求,产品销售看

好,但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也越发突出。
(3)从监管端看,违法违规行为处置威慑力不足,

治理效果不突出。对质量不合格的蚕丝被企业的处罚

力度不够。特别是在生产领域,经济处罚较非法所得

比例过低,导致企业质量违法成本太低,质量违法行为

没有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实质影响,质量监管的威慑

力不足,甚至部分蚕丝被企业出现反复违法的情况,监
管质量的效果不明显、不深入、不长久。

5 措施与建议

5.1 加强行业自律

要促进讲诚信、重品质、负责任的行业风气,行业

协会要牢固树立品质发展观念,引导、培养蚕丝被企业

摆脱降成本压价格、只看价格不重品牌的传统经营模

式,走以质取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督促企业不要在

寻找替代桑蚕丝的其他纤维、添加化学试剂增重丝绵、
研究低档丝绵翻新等“投机取巧”的行为上浪费时间、
人力、财力,要以真材实料、新工艺、新款式、好品质打

动消费者。

5.2 加强市场监管

在全面落实现有法律法规对不合格蚕丝被处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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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基础上,加大对质量违法行为的公开曝光和媒体

宣传力度,进一步推动建立更为严格的惩罚性赔偿机

制和社会质量信用管理体系,提高蚕丝被质量违法成

本。同时要充分发挥大市场监管的集约优势,建立从

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的“全链条”监管机制,要将监管

行为覆盖到生产企业、线下流通、线上流通,特别是批

发市场、农村市场、小微型生产零售终端等监管“易盲

区”,做到不留死角。

5.3 加强消费教育

加大质量知识和维权意识的普及,政府、行业、社

会等应积极推广普及蚕丝被质量知识,提高消费者的

辨真识假、区分优劣的能力。通过教育、引导,促进形

成重视质量、追求品质的消费思维,推动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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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旭化成公司推出下一代PP系列产品

  高性能热塑性复合材料生产商AsahiKaseiNorth
America推出 ThermyleneP11。ThermyleneP11属

于下一代玻璃纤维增强聚丙烯(PP)复合材料系列。此

材料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度,扩大了传统玻璃纤维增强

PP设计的性能范围,为汽车内饰件和外饰件的薄壁成

型提供了原材料。
新一代化学耦合玻璃填充聚丙烯材料与传统玻璃

填充聚丙烯相比,在80℃和120℃下测得的拉伸强度

提高了40%。
ThermyleneP11系列由于耦合PP化合物,可为

产品提供30%,40%和50%玻璃载荷。在不牺牲其他

性能属性的情况下仍拥有最高的拉伸强度。据报道,
它提供了最佳的性能平衡,并有助于各种应用的薄壁

成型。AsahiKasei北美公司的应用程序开发工程师

ViveApte说:“ThermyleneP11系列是阶梯型改进,
此改进使原始设备制造商和一级供应商能够调整必要

的性能不用担心任何妥协式改进。”
与传统玻璃填充PP相比,ThermyleneP11在80

℃和120 ℃条 件 下 测 得 的 拉 伸 强 度 提 高 了40%。
ThermyleneP11GF40%的弯曲模量为10000MPa,
拉伸强度为125MPa,热变形温度为155℃。

新一代ThermyleneP11系列化合物在高温下具

有更高的拉伸强度,更高的室温拉伸性能以及与前代

材料系列ThermyleneP10相比具有更高的抗疲劳和

抗蠕变性能。由于ThermyleneP11的3-10熔体流

动可 以 实 现 薄 壁 成 型,特 别 适 合 客 户 需 求。Ther-
myleneP11PP化合物也可在较低的温度和较高的填

充率下加工,从而节省能源和循环时间。由于具有高

拉伸和弯曲模量特性,可以在新设计中实现更薄的壁

厚。由于材料的高流动性,可以更有效地填充零件,从

而降低孔隙率。
AsahiKasei瞄准汽车和家电市场的一系列结构

部件。在内饰汽车领域,关键应用包括门模块、中控

台、负载地板和仪表板。引擎盖下的汽车部件包括风

扇罩、电池托盘、前端模块和格栅百叶窗。在家用电器

中,ThermlyeneP11适 用 于 暴 露 于 热 量 的 烘 干 机 部

件,如棉绒托盘。
AsahiKasei公司对新的玻璃填充PP化合物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目前正在主要的原始设备制造商和分

级供应商正在对此材料进行材料评估。

(来源:材料科技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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