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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校服”事件曝光后，一时间，各个涉事部门谈

“校服”色变，面对敏感话题避之不及，而这导致了众多

家长的恐慌：“毒校服”到底有多毒？是否孩子真的会因

此而致癌？

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Intertek 天祥集团的

王建平高级工程师，请他从专业检测角度解读“毒校服”

问题。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近期上海发生的“毒校服”事件

的？以您专业的角度分析，穿着问题校服对学生健康的危

害有哪些？

王建平：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不太主张使用“毒馒

头”、“毒校服”、“毒XX”之类的表述。这种吸引眼

球的表述不仅无助于社会公众对事件原委的了解，更有可

能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乃至一系列负面的后果。

据悉，此次上海查出使用了禁用偶氮染料的问题校

服是在某学校定制的80套红色涤纶演出服上的黑色镶边

上检测出了疑致癌芳香胺——4-氨基偶氮苯，检出量为

30ppm。按GB 18401的规定，纺织产品上检测出疑致癌芳

香胺超过20ppm时，即认为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禁

用偶氮染料，由此判定产品为不合格。

按分类，4-氨基偶氮苯属于第二类致癌物质（疑对动

物致癌）。事实上，在纺织用偶氮染料中以4-氨基偶氮苯

为重氮组分的品种并不多。在此案例中，由于是在黑色的

涤纶织物镶边上检测出含4-氨基偶氮苯的禁用偶氮染料，

则有几点可以确认：一是使用的是分散染料，二是黑色分

散染料通常是由几种染料配制而成的，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使用了C.I.分散黄23。C.I.分散黄23是红光黄色双偶氮分散

染料，其用途非常广，除了作为单色和三原色拼色，还作

为复配型分散染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某些分散黑染料就

含有C.I.分散黄23。

对于危害，我们可以从几个侧面来分析：

首先，涤纶的分散染料染色需要采用比较激烈的染色

工艺，即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在涤纶的高分子链“解冻”

后，分子量相对较小的分散染料进入高分子链的无定形

区，染色完成后，分散染料被“锁定”在高分子链内部，

不易脱落，故涤纶产品的染色牢度一般都较好，染料不易

掉下来而沾到皮肤。

二是有问题的部位是在服装的装饰镶边上，这不符合

欧盟立法时的定义，即不属于长期与皮肤或口腔黏膜直接

接触的部位，染料掉落并接触皮肤的几率极低。

三是目前所谓的禁用偶氮染料问题主要是担心经其染

色的产品在日常使用中经过与人体皮肤或口腔黏膜长期直

接接触之后，可能造成部分染料脱落，并通过皮肤或口腔

黏膜进入人体，在人体内部的某些不确定的条件下发生还

原反应，从而分解出其中含有的疑致癌芳香胺，并基于人

的个体条件，可能引发癌症。

事实上，目前列入监控范围的24种芳香胺中仅有4种

被认定可能对人体致癌，另20种仅被认为可能对动物致

癌。德国和欧盟最初的立法理念是：既然存在这样的风

险，那就禁止使用吧。至于究竟是否一定会致癌，或者达

到多少量才会致癌，并无确切的临床医学研究结果，更多

的是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推测的。显然，就本次抽查出的

“问题校服”而言，风险应该是极低的，人们不必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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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很大的恐慌。

记者：国内外对禁用偶氮染料限量有何规定？我国

产品在禁用偶氮染料检测方面的情况如何？

王建平：有关在纺织及皮革制品上不得使用某些可

能还原出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的规定，最早出现在1994

年7月15日通过的德国《食品和日用消费品法》（第二修

正案）。2002年7月19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颁

布第2002/61/EC号指令，将这一禁令扩展到了全欧盟的

范围。2003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国家强

制标准GB 18401—2003《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也将禁用偶氮染料纳入监控范围，并从2005年1月1

日起实施。2004年11月23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国家

强制标准GB 19601—2004《染料产品中23种有害芳香胺

的限量及测定》（现已经修订，改为24种芳香胺），并从

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据不完全统计，自欧盟的法规颁布以来，中国的出

口纺织品服装在生产环节送检的禁用偶氮染料测试中，不

合格率已经从最初的15%以上减少到目前的不到1.5%，而

自GB 18401和GB 19601正式实施以来，在国内市场抽查

环节检出禁用偶氮染料的比例更是在0.4%以下。显然，

在禁用偶氮染料的生产、使用和最终产品的监管方面，中

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记者：禁用偶氮染料为何会用到学生服中？如何避

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王建平：这次由上海市质监系统在例行的学生校服

质量抽查中所引发的“问题校服”事件，从本质上讲是

一个管理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即在工厂的质量管

理和供应链的安全管理方面出了问题。事实上，经过多年

的努力，不得生产和使用可能还原出含一种或多种疑致癌

芳香胺的偶氮染料在业内应该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染料

行业早已从源头上加强了监管，染料和印染行业也早已从

技术角度解决了禁用偶氮染料的替代问题，从技术上讲应

该已经没有大的问题。但在实际的企业工艺管理和供应链

管理中，为贪图便宜而滥用或误用不规范企业生产的禁用

偶氮染料情况还时有发生；后道成衣加工企业产品安全

管控意识不强，既无相关知识，又对采购的原料不进行监

管，最终不得不承担因原料供应商的问题而带来的恶果。

因此，避免和杜绝“问题校服”再次发生的唯一有效手段

是加强供应链的管控，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下游企业

都要有强烈的质量意识，要求上游企业提供产品的合格报

告，作为最终用户，学校也应在这方面有制度保证。与此

链接：

王建平先生长期从事纺织及化学材料的分析测

试技术研究、有机合成研究、化学纤维工艺和性能

研究、纺织标准化研究、生态纺织品(含皮革产品)

及其检测技术研究、国际贸易和宏观产业技术经济

研究等。历年来，已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

著6本，先后主持编制过多项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

准和行业标准，多次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三等

奖，是我国知名的消费品国际贸易、技术性贸易壁

垒、生态纺织品(含皮革产品)、化学纤维、检测技术

及标准化专家。目前兼任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全国染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印染助剂分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纺织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委员、上海纺织工程学会

理事、《纺织导报》、《纺织质量与标准》、《印

染》等杂志专家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同时，在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应主动承担自己的质

量管理职责和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当然，在目前社会诚

信体制建设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买产品索报告是最有效的

监控手段。

记者：从数值上看，问题校服所含的禁用偶氮染料量

似乎并不大，是否说明问题不严重？

王建平：虽然就此次案例而言似乎风险不大，但并不

意味着对禁用偶氮染料的监管可以放松了。我们分析欧盟

和中国的立法理念，很清楚的一条就是要从源头上将这种

风险降到零，这就是为什么不讲允许多少限量，而是不得

检出，一旦超出检出限，就认定为使用了禁用偶氮染料，

就是不允许的！

事实上，如果此次案例真如我所推测的是由于使用了

含C.I.分散黄23的分散黑复配染料所引起的话，其中的4-

氨基偶氮苯应该远不止30ppm。但由于国内的检测方法未

要求按欧盟的先用有机溶剂萃取，后进行还原的样品预处

理方法，而是直接进行还原并进行检测，所以结果是有差

异的。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