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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汕尾OEKO-TEX100认证考核项目
潮州SLCP认证清单列表

公司名称 深圳市凯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7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布澜路17号富
通海海智科技园6栋一单元612

联系电话 0755-84039032 13302430016

产品详情

Oeko-Tex Standard 100主要考核项目和有毒物质的来源pH值

人体皮肤的表面呈弱酸性，这样有利于防止病菌的侵入，

因此直接与皮肤接触的纺织品的pH值在弱酸性和中性之间， 将不会引起皮肤的搔痒，

不会破坏皮肤表面的弱酸性环境。

甲醛

甲醛是一种有

毒物质，它对生物细胞的原

生质有害。它可与生物体内的蛋白质结合，改变蛋白质结构

并将其凝固。含有甲醛的纺织品在穿着使用过程中会逐渐释放出游离甲醛，通过对人体呼吸道及皮肤接

触，对呼吸道粘膜和皮肤产生强烈的刺激，引发呼吸道炎症

及皮肤炎。长期作用将引起肠胃炎、肝炎、手指及趾甲发痛。另外，甲醛对眼睛也有强烈的刺激，一般

当大气中的甲醛浓度达到4.00mg/kg时，人的眼睛就会感到不适。经临床证明，甲醛是多种过敏症的显著

诱发物，也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B%8B%E7%99%BD%E8%B4%A8%E7%BB%93%E6%9E%84/69218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BC%E5%90%B8%E9%81%93%E7%82%8E%E7%97%87/22876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能会诱发癌症。织物中的甲

醛主要是来自于织物的后整理过程中。例如用做纤维素纤维

的防皱抗缩整理中的交联剂，在棉织品的直接染料或是活性染料染色中为提高耐湿摩擦色牢度，用含有

甲醛的阴离子树脂进行整理。

可萃取的重金属

使用金属络合染料是纺织品上重金属的重要来源，而天然植物纤维

在生长加工过程中亦可能从土壤或空气中吸收重金属，此外， 在染料加工和纺织品印染加工过程中也可

能带入一部分重金属。重金属对人体的累积毒性是相当严重的。重金属一旦为人体所吸收，则会倾向累

积于人体的骨骼和器官， 当受影响的器官中重金属积累到某一程度时，

便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这种情况对儿童更为严重，

因为儿童对重金属的吸收能力远高于成人。Oeko-Tex Standard

100中对重金属的含量规定等同于饮用水的规定。

氯化苯酚（PCP /TeCP） 和OPP

五氯苯酚（PCP）是纺织品、皮革制品和木材、木浆采用的传统的防霉防腐剂。动物试验证明PCP是一种

毒性物质，对人体具有致畸和致癌性。PCP十分稳定， 自然降解过程漫长， 对环境有害，因而在纺织品

和皮革制品中受到严格控制。2，3，5，6-四氯苯酚（TeCP）是PCP合成过程中的副产物，对人体和环境

同样害。OPP 多用在织物的印花过程中浆料中，是Oeko-Tex Standard 100 在2001年新增加的测试项目。

杀虫剂/除草剂

天然植物纤维，如棉花，栽种之中会用到多种农药， 如各种杀虫剂、除草剂、落叶剂、杀菌剂等。

棉花种植中使用农药是必须的，如果对病虫害和杂草不加控制的话，将严重影响纤维的产量和质量。有

一个统计，如果美国所有的棉花种植都禁用农药，将使全美国的棉花产量下降73%。显然这是无法想象

的。在棉花生长过程中使用的农药， 有一部分会被纤维吸收，虽然纺织品加工过程中绝大部分被吸收的

农药被除去，但仍有可能有部分会残留在终产品上。这些农药对人体的毒性强弱不一，且与纺织品上的

残留量有关，其中有些极易经皮肤为人体所吸收，且对人体有相当的毒性。但是，

如果对织物进行充分的煮练， 能够有效去除织物中残余的杀虫剂/除草剂等有害物质。

有机锡化合物 (TBT/D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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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锡化合物能够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和荷尔蒙系统， 具有相当的毒性。Oeko-Tex Standard

100在2000年将其增加为新的测试项目。有机锡化合物在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主要用来做防腐剂和增塑剂。

禁用偶氮染料

研究表明，

部分偶氮染料

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还原出某些对人体或动物有致癌作用的芳香胺。纺织品/服装使用含致癌芳香胺的偶氮

染料之后， 在与人体的长期接触中， 染料可能被皮肤吸收，并在人体内扩散。这些染料在人体的正常代

谢所发生的生化反应条件下，可能发生还原反应而分解出致癌芳香胺，

并经过人体的活化作用改变DNA的结构，

引起人体病变和诱发癌症。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合成染料品种约有2000种， 其中约70%的合成染料是以偶

氮化学为基础的，而涉嫌可还原出致癌芳香胺的染料品种（包括某些颜料和非偶氮染料）约为210种。此

外， 某些染料从化学结构上看不存在致癌芳香胺，

但由于在合成过程中中间体的参与或杂质和副产物的分离不完善而仍可被检测出存在致癌芳香胺，

从而使终产品无法通过检测。

在Oeko-Tex Standard 100公布以后， 德国政府、荷兰、奥地利也都依照Oeko-Tex 标准，

颁布法令，禁用偶氮染料

。欧盟消费品法令对偶氮染料的使用也有控制。国内对于纺织品的生态要求的了解和概念，

早就是从德国政府颁布消费品法令来的。

致敏染料

在对涤纶、锦纶、醋酯纤维染色时，要用到分散染料

。某些分散染料被证明具有致敏作用。目前，Oeko-Tex Standard

100种规定的不可以使用的致敏染料一共20 种。

氯苯和氯甲苯

载体染色工艺是聚酯纤维纯纺及混纺产品常用的染色工艺，

聚酯纤维由于其超分子结构相当严密，且链段上无活性基团，因此，在常压下染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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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采用载体染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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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染色过程中加入载体，可使纤维结构膨化，有利于染料的

渗透， 但研究表明，这些含氯芳香族化合物对环境是有害的。对人体有潜在的致畸和致癌性。但现在，

大多数工厂已经采用高温高压染色来代替载体染色工艺。

色牢度

Oeko-Tex Standard 100将色牢度作为测试项目，

是从生态纺织品的角度考虑到纺织品的色牢度如果不好，

则其中的染料分子、重金属离子等都有可能通过皮肤为人体吸收， 从而危害到人体的健康。Oeko-Tex

standard 100控制的色牢度项目包括：对水， 对干/湿摩擦， 对酸/碱汗牢度。另外，

对级别的产品还检测耐唾液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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