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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染整新技术》在参阅国内外纺织类重要期刊、专著及教材的基础上
，归纳整理了本学科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近年来染整领域的高新技术，如生
物技术、高能物理技术、微胶囊技术、无水染色及少水染色技术、纳米技术、功能染整、稀土染整等
，阐述了这些新技术的基本理论、应用方法、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染整新技术》可作为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
对于本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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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态纺织品和纺织品生态技术第一节 生态纺织品的基本概念与标准纺织品的安全、无毒和环
保性能越来越被高度关注，这就是纺织品的“环保”或“绿色”问题。绿色纺织品，即生态纺织品，
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绿色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初衷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但是
，随着国际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频繁使用“
绿色”的概念阻止纺织品的进口，最终实现保护本国纺织工业的目的。因此，贸易与环境这两个原本
在世界贸易史上不相干的问题被一条“绿色”的纽带连在了一起，由“绿色”概念引发的妨碍国际贸
易的“绿色壁垒”已成为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国际贸易中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
，与“绿色壁垒”相关的问题主要有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的含铅量、皮革的五氯苯酚
（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及玩具的安全性指标、汽油的含铅量指标、汽车尾气
排放标准、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有害物的相关指标、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等。其内容广
泛，且具有动态性。在纺织领域，目前最严格的是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出台的《欧盟生态标签》，
其中对纺织品作了明确的技术标准规范，它要求构成纺织品生命周期的每一环节（从原料生产、纺织
染整及服装加工、产品的应用）都需要通过有关检测和认证。对不符合规定者，欧盟各成员国均可采
取禁止、限制进口等种种限制和惩罚性措施。尽管该标签标准是自愿性的，但是欧盟各成员国都可能
会借用这个标准来构筑纺织品的“绿色壁垒”。生态纺织品是未来纺织业的主流方向，因此对纺织品
加工领域提出了两个要求，即纺织品自身的环保性和加工技术的生态性。一、生态纺织品标准目前，
针对纺织品的生态问题，人们按照纺织品的生命周期，将纺织品生态研究分为三个方面：1）纺织品
生产生态学。关注生产过程对环境生态的影响，研究环境友好型纺织品生产过程与工艺，不污染空气
和水体，噪声控制在规定范围内。2）纺织品处理生态学。关注纺织品的废弃处理过程，包括废弃纺
织品的组成、生物可降解性和对环境的影响；废弃纺织品无污染处理方法；废弃纺织品的回收利用途
径和方法。3）纺织品消费生态学。关注纺织品在消费过程中对人体或环境可能产生的危害，包括对
纺织品中有害物质判定、限量标准以及检测方法等。纺织品的消费过程与消费者的健康密切相关，因
此人们更关心纺织品的安全性、生态性及纺织品的消费生态学研究。由此给出的生态纺织品的定义是
：采用对环境无害或少害的原料和生产过程所生产的对人体健康无害的纺织品（GB/T18885―2009）。
基于对消费生态学的研究，在1992年，由15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生态纺织品研究和测试协会制定了《生
态纺织品标准100》（Oeko-Tex Standard 100）。自颁布之日起，该标准就成为国际上判定纺织品生态
标准的基准，也是全球第一个关于生态纺织品的标准。该标准规定了生态纺织品应达到的通用及特别
技术条件（指标），适用于纺织品、皮革制品以及生产阶段的产品（包括纺织品及非纺织品的附件）
，但该标准只针对最终产品对人体的安全性，不涉及生态环境保护。Oeko-Tex Standard 100重点对有害
物质做出了明确的限定或限量。所谓的有害物质是指存在于纺织品或附件中并超过最大限量，或者在
通常或规定的使用条件下会释放出并超过最大限量，根据现有科学知识水平的推断，会损害人类健康
的物质。随着科学认知水平和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害物质的种类将不断扩大，这也表明了标准的
动态性。Oeko-Tex Standard 100将纺织品分为四类（四个级别）：3岁以下婴儿用纺织品（第一级别）
、直接接触皮肤类纺织品（第二级别）、不直接接触皮肤类纺织品（第三级别）和家饰材料类纺织品
（第四级别）。不同类别的纺织品，其技术要求不同。Oeko-Tex Standard 100是目前全球纺织行业公认
的权威生态纺织品标准，通过该标准认证的产品有“信心纺织品”或“可信任纺织品”的美称。欧洲
及美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地区）的许多大型采购商都将Oeko-Tex Standard 100作为产品采购的技术依据
。目前，全世界有近80个国家（地区）的8000多家制造商严格按照Oeko-Tex Standard 100进行生产管理
和质量控制，按照纺织品的类别及用途，全球共有62000种纺织品获得了相应的证书。Oeko-Tex
Standard 100的中、英文标志签分别如图1-1所示。我国政府对“生态标签”产品及环境保护工作也十分
重视，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推进生态纺织品发展。包括：对绿色纺织品的广泛宣传，从纤维生产者到消
费者都要熟悉绿色纺织品的含义及意义；贯彻我国绿色纺织品的标准，即GB/T18885―2009《生态纺织
品技术要求》及实施方案；鼓励和支持纺织品清洁生产的研究与应用，特别是污染严重的印染企业和
化纤企业，使生产过程少产生废弃图1-2生态纺织品标志物，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大力开发绿色纺织纤
维及产品，如聚乳酸纤维等。GB/T18885―2009与Oeko-Tex Standard 100（2008版）基本相同。随着科
技水平及危害性认知水平的提高，标准也在不断地修订，其技术参数将逐年提高。同时， 
以GB/T18885―2009标准为基础，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设定了我国生态纺织品的标志（图1-2）。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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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相关的生态问题与纺织品相关的生态问题有很多，涉及原材料、生产环节和成品等方面。（一
） 纺织纤维的生产方面天然纤维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利用再生资源进行循环生产，对环境不产生毁灭
性破坏，但要注意杀虫剂等。化学纤维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利用石油、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化纤生
产过程中废气、废水排放很难达到有关法规的要求。（二） 纺织加工方面除上浆外，纺纱、织造对环
境影响不大，但噪声、短纤维、尘埃等会导致职业病的发生。（三） 染整加工方面染整加工是纺织品
生产过程中生态问题最多的环节，主要表现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和产品污染三个方面。1 畅水污染染
整加工过程使用大量的水作为加工介质，含有染料、助剂和其他化学成分的废水被排放到河、湖、海
或者就地渗入地下，造成自然界水源的污染。棉布染整加工所产生的废水情况如表1-1所示。在纺织品
的染整加工过程中，除形成大量的废水之外，某些特定的污染源也会带来生态问题，主要包括：1） 
六价铬。羊毛铬媒染色中使用的铬离子毒性高，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损害，出现接触性皮炎、湿疹和
溃疡，对呼吸道也有刺激作用，可引起鼻炎、咽炎及支气管炎等。此外，还会出现多发性黏膜溃疡、
咽部糜烂、齿龈炎、中毒性肝病、肾炎、贫血和眼结膜炎等。2） 可分解芳香胺。用偶氮染料染色的
服装与人体皮肤长期接触后，可能被皮肤吸收，并在体内扩散、代谢过程中，通过还原反应形成致癌
的芳香胺化合物，该化合物经过一系列活化作用使人体细胞的DNA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引起人体病
变和诱发癌症。在其他动物体内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3） 酸碱性。纺织品在染色、整理等加工过程
中要用到各种的染料与助剂，其自身有一定的酸碱性，或者是需要在一定的酸性或碱性条件下使用，
尽管后道工序中进行热水洗、酸洗或碱洗，但是一部分的酸或碱仍可能残留在纤维内部，使纺织品呈
现不同程度的酸碱性。人体的皮肤表面呈弱酸性，以保证常驻菌的平衡，防止致病菌的侵入，因此，
酸性或碱性过强都可能危及人体的健康，还会刺激皮肤发生一些过敏反应。后整理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是：1） 阻燃剂。常用的是含溴和含氯阻燃剂，长期接触这些高毒性的阻燃剂会导致免疫系统恶化、
生殖系统障碍、甲状腺功能不足、记忆力衰退和关节强直等。2） 含氯的有机载体。载体染色工艺是
涤纶纤维纯纺及混纺产品常用的染色工艺，在染色过程中加入载体，可使纤维结构膨化，从而有利于
染料的渗透。某些廉价的含氯芳香族化合物，如三氯苯、二氯甲苯是高效的染色载体，这些化合物会
影响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皮肤过敏并刺激黏膜，对人体有潜在的致畸性和致癌性。3） 含氯酚。
五氯苯酚是纺织品、皮革制品、木材、织造浆料和印花色浆采用的传统的防霉防腐剂，属强毒性物质
，对人体具有致畸性和致癌性，其化学稳定性很高，自然降解过程漫长，会对环境造成持久的损害，
且在燃烧时会释放出高污染的二英类化合物。四氯苯酚是五氯苯酚合成过程中的副产物，对人体和环
境同样有害。4） 游离甲醛。甲醛是一种毒性物质，它可与生物体内的蛋白质结合而改变蛋白质结构
并将其凝固。甲醛作为纤维素树脂整理的常用交联剂，广泛应用于纯纺或混纺产品中，赋予纺织品防
缩、抗皱、免烫和易去污等功能。含甲醛的纺织品在穿着或使用过程中，部分未交联的或水解产生的
游离甲醛会释放出来，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2 畅大气污染染整加工过程中由于使用了大量的会释放
异味的物质，影响了生产车间的环境。此外，生产车间中蒸汽、热空气的泄漏和释放也影响着车间环
境。目前，最严重的是涂层、印花加工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污染物质。3 畅产品污染由于某些生产企业
一味地追求低成本或者技术力量薄弱，使用了一些含有毒物质的染料、助剂和其他化学品，这些物质
的残留造成了成品污染，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了威胁。对此，Oeko-Tex Standard 100规定了这些有毒物
质在纺织品上的最大允许残留量。生态染整工程不仅要生产出合格的生态纺织品，而且生产过程也必
须是无污染或少污染。也就是说将来的纺织品染整工程必须解决以上关于水、大气和产品等三个方面
的污染问题。只有这样，纺织工业才能可持续地发展。目前研究与开发成功（实现产业化）或接近成
功（实验室成果）的纺织品生态染整加工技术主要有：①高效短流程前处理技术，可以达到节水、节
能和减少污水排放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②生物酶前处理技术，代替或部分代替传统的前处理加
工技术，节水、节能和减少污水的排放，提高纺织品的质量和增加附加值。③高效短流程染色技术，
采用特殊的助剂，使一种染料能够同时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纤维，达到节水、节能、减少污水排放及
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④提高染料的利用率技术，主要是对染色工艺进行改进，或者是对纤维进行改
性，使染色过程能够得到高的染料利用率，从而达到减轻后道工序污水处理负担的目的。⑤非水染色
技术，主要是对超临界CO2流体染色技术进行研究与开发，其特点是染色过程中不使用水，无污染，
时间短，残留染料可以回收利用，低能耗。（四）服装制造过程服装制造过程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很
多，主要是面料上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辅料的选择（如黏合剂、黏合衬）和空气中的微细纤维漂浮物
。（五）消费过程消费过程面临的生态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纺织品上所含的有害物质对消费
者可能造成的危害；二是消费者将纺织品废弃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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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染整新技术》可作为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
对于本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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