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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强制性标准GB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出台的背景及内容,并与现

行的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标准作比对,指出了新标准中增加的考核要求。同时针对目前

国内童装产品广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质量分析,并就如何解决目前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有助于企业和检测部门正确

理解和运用标准,为提升童装产品的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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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童装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童装与儿童生活

息息相关,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儿童的身心健康。
我国对童装的质量安全高度重视,为保护婴幼儿及儿

童这类特殊群体的安全和健康,2015年5月国家标准

委在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标准[1]的基础上,又出台了GB31701-2015《婴幼

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2],
并于2016年6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对童装的安

全性能进行了全面规范,将有助于引导生产企业提高

童装的安全与质量,保护婴幼儿及儿童健康安全。本

文通过对标准GB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

品安全技术规范》的全面解读,并结合实际工作对当前

市场上童装产品的质量状况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并提

出进一步的应对措施。

1 标准解读

1.1 适用范围

最新发布的强制性标准GB31701-2015《婴幼儿

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依据年龄不同分为两

类:适用于年龄在36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穿着的为婴

幼儿纺织产品;适用于3岁以上,14岁及以下的儿童穿

着的为儿童纺织产品。本标准适用于在我国境内销售

的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

1.2 实施时间

新标准GB31701-2015在实施时间上为了保证

市场的平稳过渡,特别设置了2年的实施过渡期,2016
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即实施过渡期。在过

渡期内,2016年6月1日前生产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的产品允许在市场上继续销售,检测机构按照企业所

执行的标准进行检测;2018年6月1日起,市场上所有

相关产品都必须符合本标准要求。

1.3 技术要求

目前在实施的强制性标准中,关于婴幼儿及儿童

服装的强制性标准参照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

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新制定的GB31701-2015《婴
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与原有的标准比

较见表1。
表1 两类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标准主要差异

变化项目 GB31701-2015 GB18401-2010
色牢度化学
安全性方面

增加耐湿摩擦色牢度考核;
增加6种增塑剂和铅、镉2
种重金属的限量要求。

无要求

机械安全性方面 童装头颈、肩部、腰部等不
同部位绳带作出详细规定,
婴幼儿及7岁以下儿童服
装头颈部不允许存在任何
绳带。

无要求

纺织品附件 附件应具有一定的抗拉强力,
且不应存在锐利尖端和边缘;
绳带也应符合相应要求。

无要求

燃烧性能 1级(正常可燃性) 无要求

填充物 填充物为纤维类、羽绒羽毛
应符 合 GB18401的 安 全
要求,与此同时羽毛羽绒填
充物还要符合GB/T17685
中微生物技术指标要求。

无要求

婴幼儿纺织产品
使用说明标注

应标注本标准的编号及“婴
幼儿用品”字样

只须标注“婴幼儿用品”
字样

  从表1中可看出新标准GB31701-2015《婴幼儿

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相对于以前的 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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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及童装产品质量要求大幅提高,特别是化学安

全性、机械安全性方面都是首次进入强制性标准要求,
相关纺织服装生产企业特别是印染后整理企业需要积

极应对,积极开展印染工艺安全性评估,提高染料及其

助剂的安全性,尽快完成技术改造与升级。

2 质量分析

2012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上海市质监局对儿童产

品进行了专项监督抽查,包括童鞋、童车、纸尿裤、童装、玩
具等。其中抽查童装93批次,不合格17批次[3]。2013年

福建省工商局组织对该省流通环节儿童及婴幼儿服装质

量进行监督抽查,此次共抽查了专卖店及百货公司销售的

100个批次儿童及婴幼儿服装样品,结果发现有20个批次

不合格,不合格率达20%[4]。抽查结果基本显示了我国目

前婴幼儿及儿童服装产品的质量现状,笔者结合日常检验

检测工作以及各级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抽查结果,分析得

出目前困扰童装产品质量提升的问题主要有:消费者在产

品选购中缺乏相关安全知识的了解;生产加工企业设计不

合理;印染过程中的化学物残留超标以及市场监管不严等

原因。

2.1 消费者的婴幼儿及儿童服装安全知识方面

大部分消费者对婴幼儿及儿童服装安全知识并不

了解,对婴幼儿及儿童服装中涉及的超标化学物质、绳
带安全、阻燃性等对孩子身体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国

家对童装产品的安全技术标准也并不知晓,平时消费

者在购买童装时,其消费习惯是首先考虑童装的颜色

款式,其次是面料手感、产品价格,最后才是产品的安

全要求。

2.2 生产者的婴幼儿及儿童服装安全知识方面

2.2.1 设计不合理

婴幼儿及儿童服装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产品使

用的安全性。如绳带设计过长,可能会对婴幼儿及儿

童特别是婴幼儿的头、颈部产生缠绕进而导致勒杀、窒
息的危险;胸部、腰部及其他部位过长的绳带在儿童玩

耍过程中可能导致拖曳伤亡事故。另外例如童装上为

了增加吸引力而设计的漂亮小部件,在服装穿着过程

中,儿童可能因为好奇心会撕扯、啃咬,导致装饰物及

小部件分离或脱落,容易使儿童吞咽和窒息。

2.2.2 面料印染过程中化学物残留超标

包括禁用偶氮染料超标、pH值超标、甲醛含量超

标、重金属镍、铅、镉含量超标、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含

量超标、染色牢度不合格等。

2.2.3 生产加工环节未达标

服装上的钮扣、铆钉、闪光装饰片及其他装饰件缝

制不牢固、黏合牢度差,其中局部印花及烫钻产品黏合

牢度差,都容易导致小部件脱落,存在被儿童吞咽或其

他安全隐患。

3 应对措施

3.1 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

相关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第三方检测机

构可以通过举办婴幼儿及儿童服装标准宣讲会、开放

实验室、广场宣传、送标准手册入户等形式,加大有关

婴幼儿及儿童服装标准的宣传力度,使标准中的技术

指标要求深入人心,提醒消费者日常购买婴幼儿及儿

童服装的注意事项,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维护好自

身的合法权益。

3.2 加强服装生产企业质量、标准的执行意识

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无论是管理层还

是生产一线都要牢固树立产品质量是企业第一生命线

的意识,正确认识和理解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产品质量水平。在原材料采购阶段,应加强对供应商

的评价,采购合同中应明确写入具体的技术要求,同时

索取相应的检测报告,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合格原料入

库。在生产加工阶段,应建立完善的小试中试制度,合
理选用染料、助剂,针对不同的面料采取不同的前处

理、后处理工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问题产品的流出。
生产企业应积极与行业协会、标委会进行沟通,加

强与国内大型检测机构的交流,及时掌握国内外标准

及法律法规关于婴幼儿及儿童服装产品的最新要求,
有条件的企业还应建立自己的质量控制实验室,方便

产品出厂质量风险控制,中小型企业也可与第三方检

测机构合作,及时获取最新标准信息,开展产品质量的

实时监测。

3.3 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净化服装市场环境

政府监管部门特别是工商、质监等部门应进一步

加强工作合力,建立联席工作制度,更加高效的对婴幼

儿及儿童服装面料市场、婴幼儿及儿童服装批发市场、
商场、超市进行监督抽查,严禁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

的婴幼儿及儿童服装进入流通领域。对于偷工减料、
故意生产不合格童装的企业予以坚决曝光,甚至吊销

企业生产资质,净化婴幼儿及儿童服装市场环境,同时

加强对合格企业的宣传力度,树立品牌,增强其市场竞

争力。 (下转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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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成纱断头主要受分纤维伸直度分离度、输纤通道

的光洁度和合理工艺参数选择等因素影响,工艺参数

的选择如分梳辊转速9000r/min、分梳辊型号S21、阻
捻头KG、纺杯型号U40、纺杯转速51000r/min等较

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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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roductionprocessofrotor-spinningheathergreyyarnwasintroducedusingwasteyarn.Theaffectingfactorso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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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本刊2016年第3期《创新驱动搭建四川省茧丝绸行业公共服务平台》一文中“……2014年桑园面积185万km2……”应为“……

2014年桑园面积123.3万km2……”,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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