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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列举了国内外纺织品和皮革中甲醛含量的测试标准,介绍了标准中规定的测试方法,包括前处理方法和定量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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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品和皮革中游离甲醛主要来源于各种化学助

剂如防腐剂、硬挺剂、整理剂、交联剂、黏合剂、印染颜

料、固色剂、阻燃剂、柔软剂、防水剂、杀菌剂、合成鞣

剂、树脂糅剂等。这些助剂多数是以甲醛为原料合成

或是在使用时释放甲醛,造成纺织品和皮革中甲醛含

量超过规定的限值。
甲醛极易溶于水,纺织品和皮革中的甲醛可通过

汗液的浸渍经皮肤进入人体,长期接触低浓度的甲醛,
会引起皮肤过敏及呼吸道疾病。浓度较高时,甲醛分

子与蛋白质分子发生交联、凝固,会引起人体免疫力下

降,严重者还会引起细胞核基因突变。许多国家对纺

织品和皮革产品中的甲醛限量制定了相关标准,我国

也制定了GB18401-2010、GB31701-2015、GB1885
-2009和GB20400-2006等标准[1-4],对纺织品和皮

革中甲醛含量提出了限值要求,因此,对纺织和皮革产

品中甲醛含量准确测定尤为重要。对国内外纺织品和

皮革中甲醛测试的标准方法[5-17]进行了简要介绍,通
过比较国内外标准,为初次接触纺织和皮革行业,想要

了解甲醛测试方法做个引导;同时给予行业内的同行

们一个立体及全面的甲醛测试的认识。对国内与国外

的甲醛测试方法进行了比较,能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品

和皮革产品更好地进行质量把控。

1 国内外纺织品和皮革中甲醛含量测定标准

方法

1.1 前处理方法

1.1.1 水萃取法

将规定质量的试样放入玻璃容器中,加入规定体

积的三级水,盖紧盖子,于规定温度和适宜振荡频率的

水浴振荡器中萃取一定时间,取出、冷却、过滤,萃取液

经显色剂或衍生化试剂显色后的样液采用分光光度法

或液相色谱法测试甲醛含量。

1.1.2 蒸汽吸收法

将一定质量的织物试样,悬挂于密封瓶中的水面

上,置于恒定温度的烘箱内一定时间,释放的甲醛用水

吸收,经显色剂显色或衍生化试剂显色后的样液采用

分光光度法或液相色谱法测试甲醛含量。

1.1.3 铬变酸法

甲醛在浓硫酸溶液中可与变色酸作用形成紫色化

合物,该化合物最大吸收波长在580nm处,可用分光

光度法进行分析测定。

1.2 定量方法

1.2.1 分光光度法

以朗伯-比尔定律为基础,在特定波长或一定波

长范围内测定被测物质的吸光度或发光强度,从而对

物质进行分析。此方法设备成本低,操作简单,但易受

提取液中其他物质的干扰,特别是测定颜色较深的提

取液时,准确性稍差。

1.2.2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是色谱法的一个重要分支,以液体

为流动相,采用高压输液系统,将具有不同极性的单一

溶剂或不同比例的混合溶剂、缓冲液等流动相泵入装

有固定相的色谱柱,在柱内各成分被分离后,进入检测

器进行检测,从而实现对试样的分析。此方法虽成本

稍高,但检出限低,干扰小,定量准确。

·04· 纺织科技进展            2021年第12期     




1.3 测试方法

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国内外现行标准中纺织品

和皮革中甲醛含量的测试方法。

表1 国内外现行标准中纺织品甲醛的测试方法

标准编号

前处理方法

方法
称样量
/g

萃取溶液
及体积/ml

萃取温度
及时间

显色剂
显色温度
及时间

定量分析

GB/T2912.1-2009 水萃取法 1.00 水100
水浴(40±2)℃
(60±5)min

乙酰丙酮
水浴(40±2)℃
(30±5)min

分光光度法

GB/T2912.2-2009 蒸汽吸收法 1.00 水50
烘箱(49±2)℃
20h±15min

乙酰丙酮
水浴(40±2)℃
(30±5)min

分光光度法

GB/T2912.3-2009 水萃取法 1.00 水100
水浴(40±2)℃
(60±5)min

2,4-二硝
基苯肼

水浴(60±2)℃
30min

液相色谱法

蒸汽吸收 1.00 水50
烘箱(49±2)℃
20h±15min

2,4-二硝
基苯肼

水浴(60±2)℃
30min

液相色谱法

ISO14184-1:2011 水萃取法 1.00 水100
水浴(40±2)℃
(60±5)min

乙酰丙酮
水浴(40±2)℃
(30±5)min

分光光度法

ISO14184-2:2011 蒸汽吸收法 1.00 水50
烘箱(49±2)℃
20h±15min

乙酰丙酮
水浴(40±2)℃
(30±5)min

分光光度法

AATCC112-2014 蒸汽吸收法 1.00 水50
烘箱(49±1)℃

20h
乙酰丙酮

水浴(58±1)℃
6min

分光光度法

JISL1041:2011 A法 2.50 水100
水浴(40±2)℃

1h
乙酰丙酮

水浴(40±2)℃
30min

分光光度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B法 1.00 水100
水浴(40±2)℃

1h
乙酰丙酮

水浴(40±2)℃
30min

BS6806-2002 水萃取法 2.00
润湿剂

20
水浴(25±1)℃
(20±1)min

硫酸

+铬变酸溶液
沸水浴

(30±1)min
分光光度法

铬变酸法 1.00 6M硫酸

100
常温(4~20)h

硫酸

+铬变酸溶液
沸水浴

(30±1)min
分光光度法

表2 国内外现行标准中皮革和毛皮甲醛的测试方法

标准编号

前处理方法

方法
称样量
/g

萃取溶液
及体积/ml

萃取温度
及时间

显色剂
显色温度
及时间

定量分析

GB/T19941.1-2021
十二烷基磺(硫)

酸钠萃取法 2.00
十二烷基磺(硫)

酸钠50
水浴(40±1)℃
(60±2)min

2,4-二硝基
苯肼

室温60min 液相色谱法

GB/T19941.2-2021
十二烷基磺酸钠

萃取法 2.00
十二烷基磺酸钠

50
水浴(40±0.5)℃
(60±2)min

乙酰丙酮
水浴(40±1)℃
(30±1)min

分光光度法

ISO17226-1:2018
十二烷基磺(硫)

酸钠萃取法 2.00
十二烷基磺(硫)

酸钠50
水浴(40±1)℃
(60±2)min

2,4-二硝基
苯肼

室温60min
液相色谱法

ISO17226-2:2018
十二烷基磺(硫)

酸钠萃取法 2.00
十二烷基磺(硫)

酸钠50
水浴(40±1)℃
(60±2)min

乙酰丙酮
水浴(40±1)℃
(30±1)min

分光光度法

2 结语

纺织品和皮革甲醛测试的国内外现行标准中,纺
织品的前处理方法主要是水萃取法、蒸汽吸收法和铬

变酸法,皮革和毛皮的前处理方法主要是十二烷基磺

酸钠萃取法,在定量分析中,无论是纺织品还是皮革,
采用的方法均是分光光度法或液相色谱法。3种前处

理方法中,水萃取法和蒸汽吸收法安全系数高,对实验

室前处理的设备要求不高,使用分光光度法测试,可以

大大降低实验室前期建设和后期运行中的成本;对于

拥有液相色谱仪的实验室,可以采用液相色谱法;对于

铬变酸法,由于用到了浓硫酸,对实验人员安全意识要

求相对较高,废酸液处理也会使成本增加。其中皮革

标准是在2021发布的新标准,代替2005版,将高效液

相色谱法和分光光度法提出来,分为第1部分、第2部

分。实验室可根据不同产品、不同需求,采用适宜的甲

醛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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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teststandardsforformaldehydecontentintextilesandleatherathomeandabroadwerelisted,andthetestmethods

specifiedinthestandardswerebrieflydescribed,includingpretreatmentmethodsandquantitativeanalysis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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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antibacterialandfar-infraredperformancecharacteristicsofgraphene,usinggraphenecompositefiberand

ordinarypolyesterandcombedcotton,thefunctionalknittedfabricwiththermalpropertyandantibacterialpropertywasdeveloped.

Theknittingtechnology,dyeingandfinishingprocessandtechnicalpointswasintroducedindetail,andthebasicphysicalproperties,

antibacterialpropertiesandwarmthpropertiesofthefabricwastest.Theresultsshowedthatthedevelopedfunctionalknittedfabric

withgraphenecompositefiberhadgoodwearabilityandcouldbewidelyusedinautumnandwinterleisureclothing.

Keywords:graphenecompositefiber;functionalknittedfabric;antibacterialproperty;thermal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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