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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了纺织产品中异味的产生、分类、危害。比较了国内常用的几种异味检测方法,分析了异味检测方法的

差异情况与局限性。并通过比较试验,得出了实验室间在鉴定异味类型时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异味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及

标准化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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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味是由于刺激鼻孔内的味觉器官引起的不愉快

感官反映,也是消费者最容易判断的一项安全性能指

标,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纺织品上残留的化学整理剂

和助剂生成,纺织品在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

程中受到微生物污染,或由于自身的多孔性从环境中

吸收来的异味。穿着有异味的服装可能会引发皮肤过

敏、情绪不安、四肢无力、饮食不佳、咳嗽等症状,严重

影响人体健康。异味虽然可以通过物理吸附或化学处

理等办法去除,但物理吸附时效性差,化学处理又不利

于环保,使得带有异味的服装或纺织品很难被消费者

接受。
异味的种类主要有霉味、高沸程石油味(汽油味、

煤油味、柴油味等)、芳香烃气味(或香味)、鱼腥味,除
此之外还有未洗净动物纤维膻味、臊味、洗衣粉味、樟
脑味等[1]。霉味是细菌、真菌等微生物代谢时产生的

有害气体的气味,这些微生物代谢时产生的气体、排泄

物、碎片等会成为引发哮喘病的过敏原。高沸程石油

属于微毒/低毒物质,有麻醉和刺激作用,不慎吸食可

能引起化学性肺炎。芳香化合物对皮肤、粘膜有刺激

性,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短时间内吸入较高浓

度可出现眼及上呼吸道明显的刺激症状、眼结膜及咽

部充血、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胸闷、四肢无力、步态

蹒跚、意识模糊等急性中毒症状,长期接触可发生神经

衰弱综合症、肝肿大、女工月经异常等慢性中毒症状。
鱼腥气味主要由三甲胺产生,对眼、鼻、咽喉和呼吸道

有刺激作用[2]。对于其他未洗净动物纤维膻味、臊味、
洗衣粉味、樟脑味等一系列气味,目前还没有具体研究

数据表明对人体会造成什么程度的危害,但这些不良

气味对呼吸道、对大脑神经的刺激作用,可见纺织品异

味的检测有其重要的意义。

1 异味检测方法差异分析

目前纺织行业常用的异味检测方法有 GB18401
的条款6.7,GB/T18885的附录G,GB18383及QB/

T2725,各标准适用范围略有不同,但基本能涵盖常用

的纺织产品,现对几个标准的异同点进行对比,如表1
所示。

从表1可看出,对于异味这项反映纤维及纤维制

品质量的重要技术指标,是以人工感官检验的方法进

行检验的。在这类主观性检验中,检验人员对异味种

类的正确理解、熟悉程度、对检验方法的掌握以及个体

因素对检验结果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从事异

味检测的工作人员应经过系统的训练和考核,不能有

嗅觉缺陷,不能是吸烟爱好者,不能用重香味化妆品

等,并应定期对试验人员的嗅觉进行比对。
除此之外,关于异味的测试方法,国家标准与轻工

行业标准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具体如下:

1.1 异味的分类/分级

国家标准中关于异味的分类大体相同,霉味、高沸

程石油味、鱼腥味、芳香烃气味是3个国家标准都认可

的异味种类,不同的是 GB/T18885增加了香味,而

GB18383增加了未洗净动物膻味、臊味;皮革气味的

检测标准QB/T2725与国标差异较大,其中并未明确

气味种类,而是将气味按轻重和试验人员的接受程度

分成了1~5级,量化表示气味的大小,这个与动物本

身的气味和后加工整理的气味混在一起难以分辨有

关。

1.2 时间性要求

关于异味测试的时间性,国家标准与轻工行业标

·92·     2016年第3期             测试分析




准要求差异比较大,国家标准要求样品开封后,应尽快

进行测试,因为异味属于易挥发物质,长时间放置会造

成试验结果的偏差,影响最终的评定,而皮革样品则要

求先对样品进行调湿、烘干处理,然后再闻气味,这是

由于皮革是以动物皮为原料经过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加

工过程而制成的,在制革过程中,会加入各种酸、碱、加
脂剂等化学试剂对皮革进行处理,所以经过调湿、烘干

等预处理后,皮革易挥发的气味挥发掉,再去测试皮革

特有的气味。

表1 各标准异味检测方法差异对比

GB18401-2010条款6.7 GB/T18885-2009附录G GB18383-2007 QB/T2725-2005

原 理 嗅辨法 嗅辨法 同GB18401 隔绝环境嗅辨

适用范围 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服用、装
饰用和家用纺织产品

除纺织地板覆盖物以外的所有纺
织品

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和非生活用
絮用纤维制品

适用于对气味有要求的皮革

取样要求 - 织物尺寸不小于20cm×20cm
纱线和纤维不少于50g

同GB18401 有代表性的试样两块,试样
尺寸125mm×100mm

异味的分类/
分级

霉味、高沸程石油味(如汽油、煤油
味)、鱼腥味、芳香烃气味

霉味、高沸程石油味(如汽油、煤油
味)、鱼腥味、芳香烃气味、香味

霉味、汽油味、煤油味、柴油味、鱼
腥味、芳香烃气味、未洗净动物纤
维膻味、臊味等

1级 没有引人注意的气味;2
级 稍有气味,但不引人注意;3
级 明显气味,但不令人讨厌;4
级 强烈的、讨厌的气味;5级
非常强烈的讨厌气味。

环境要求 检测应在洁净的无异常气味的环
境中进行

试验应在洁净的无异常气味的测
试环境中进行

同GB18401 试验应在保持气味不受污染
的自由环境中进行

时间要求 样品开封后,立即进行该项目的检测 试验应在得到样品后24h之内完成 同GB18401 调湿24h,烘1h进行测试

人员要求 操作者应是经过训练和考核的专
业人员

参加气味测定的人员,事先不能吸
烟或进食辛辣刺激食物,不能化
妆。由于嗅觉易于疲劳,测定过程
中需适当休息。

同GB18401 试验人员应无嗅觉缺陷,吸
烟爱好者、用重香味化妆品
者、传统的香味或烟草使用
者等不适合作为试验人员。

试验次
数要求

应有2人独立检测,并以2人一致
的结果为样品检测结果。如2人
检测结果不一致,则增加1人检
测,最终以2人一致的结果为样品
检测结果。

- 同GB18401
至少需要三名试验人员进行
测试,以半数以上一致的结
果为评定等级。

1.3 实验人员的要求

各标准对实验人员的要求各有不同,但其着眼点

都是一致的,就是排除会干扰实验人员主观判断的影

响因素,比如吸烟、喝酒、涂抹化妆品、香水等。另外,
嗅觉疲劳、感冒、长时间未从事该项目的实验人员也应

进行相应的培训或比对才能进行测试。

2 测试结果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异味测试过程中的差异,选取3
个代表性样品,经过4家检测机构进行测试,结果如表

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检测机构之间以及检测机构

内部检验员之间对于异味的判定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需要更近一步的统一规范。对于气味的敏感程度因人

而异,如鱼腥味,有的人非常敏感甚至讨厌,而有的人

不敏感,不讨厌,所以这些标准关于气味的判定难以保

证检验结果的一致性。对于人造革样品是按纺织品进

行测试还是按皮革进行测试的问题,机构间的掌握还

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大体思路是一致的,就是根据客户

的需求进行测试。

3 结语

纺织产品异味的检测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由于其主观性以及气味容易挥发等因素综

合考虑,很难实现测试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对于异

味检测提出以下建议:(1)需要研制异味标准的样品配

合检测使用,并对检测人员定期进行规范的气味检测

培训、比对。(2)样品异味有时并不是单一一种,而是

多种味道的混合气味,在测试过程中较难区分,建议国

家标准制修订时可以适当采纳皮革的方法,不仅对气

味类别加以限制,还可以结合其刺鼻程度综合表征,按
严重程度划分异味等级。(3)检测环境条件、检测样品

选取、检测人员的要求均需规范,这些因素往往都会对

人的主观判断有或多或少的影响。(4)研究开发仪器

检测代替人为判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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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试验结果汇总

检验机
构代码

气味判定

1#人造革试样 2#蓝色机织物 3#红色机织物
1#人造革样品可否

采用GB18401对其进行判定

A 鱼腥味 无异味(仪器测试含甲苯等芳香
烃,不属于GB18401,不接受该种
气味)

起初有异味(芳香烃),最终由于异
味较淡,判定为无

若客户要求按GB18401判定,就
参照GB18401,若客户当皮革要
求测试气味,则按皮革气味测试

B 无异味(该种气味属于人造革制革
过程中产生的气味,不属于异味)

无异味(有机油的味道,但是不属
于GB18401中涉及的味道)

无异味(未闻到有气味) 对于客户委托测试异味,认为不
属于纺织品,不需测试异味项目

C 部分检验员认为有鱼腥味,部分认
为无

无异味(由于气味较淡,部分人为
有异味,部分认为无异味,最终判
定为无)

不做异味,若客户需要测试异味,
可注明参照GB18401进行测试

D 鱼腥味(采用排除法对 GB18401
中的异味进行测试,最终认为与鱼
腥味比较接近)

无异味(认为气味比较淡) 厚涂层采用皮革气味标准检测,
薄涂层采用GB18401,基本未遇
到皮革要求用GB18401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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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odorgeneration,classificationandharmoftextileproductswereintroduced.Somecommonlyodordetectionmeth-
odswerecomparedandanalyzed.Thedifferencesandlimitationsofodordetectionmethodwereanalyzed.Thecomparativetest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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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花主产区公布2016年植棉指导计划

  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

意向种植面积4750万亩,同比减少368.8万亩,降幅

在7.2%,其中新疆意向种植面积同比下降2.9%。今

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将继续调减,以适应市场发展需

要。
新疆部分棉花主产区公布2016年植棉指导计划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新疆已有部分棉花主产区

公布了2016年植棉指导计划,其中阿克苏、巴州、昌吉

州、吐鲁番市计划植棉面积分别为700万亩、288.4万

亩、100万亩和21万亩。据新疆相关机构统计,昌吉州

棉花面积减幅最大。2014年昌吉州植棉面积达204万

亩,2016年植棉面积计划控制在100万亩,与2014年

相比下降幅度在50%左右。

巴州植棉面积下降幅度次之。据新疆自治区农业部

门数据显示,2014年巴州植棉面积在470.9万亩,2016年

计划 植 棉 面 积 控 制 在288.4万 亩,较2014年 下 降 了

38.8%。虽然巴州植棉面积不是最大的,但在新疆是调减

面积最多的地区。2015年巴州计划调减棉花种植面积

123万亩,如果2016年成功调减至288.4万亩,最近两年

巴州棉花总共调减的面积将达到182.5万亩。
据了解,2015年以上四地区棉花种植总面积达到

1000多万亩,占新疆地方植棉总面积比例达40%以

上,而产量占据了新疆地方总产量的半壁江山。随着

棉市持续疲软,棉花价格大幅下降,目前棉农只能依靠

政府财政补贴勉强维持生产,调整棉花种植结构势在

必行。 (来源:世界服装鞋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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