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７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９年５月 AdvancedTextileTechnology
Vol．２７,No．３

May２０１９

DOI:１０．１９３９８/j．att．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
引用格式:李莉．蚕丝被丝绵品质检验判定的分析与研究[J]．现代纺织技术,２０１９,２７(３):５０－５２．

蚕丝被丝绵品质检验判定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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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影响蚕丝被性能最主要的是填充物(丝绵)的质量,分析了丝绵分类及其与质量的相关性.«蚕丝

被»标准对丝绵制定了各项考核要求,简析了各项指标设置的意义,指出根据现有标准,丝绵品质中的长度的

判定及荧光增白剂的检验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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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ineffectofsilkquiltisthequalityoffillers(silkfloss),andtheclassificationof
silkanditscorrelationwithqualityareanalyzed．Thenationalstandardofsilkquiltsetsvarious
assessmentrequirementsforsilkfloss,andthesignificanceoftheindexsettingisbrieflyanalyzed．
Itispointedoutthataccordingtothestandard,thelengthdeterminationofsilkflossqualityandthe
testoffluorescentwhiteningagenthavesomeproblemsinpracticaloperation,andthe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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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丝被是以蚕丝丝绵为主要填充物的被子,国
家标准 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蚕丝被»对蚕丝被的定

义是填充物含桑蚕丝和(或)柞蚕丝５０％及以上的

被类产品[１].它使用起来贴身舒适,人体亲和性强,
透气透湿性能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由于蚕丝被

的制作工艺简单、流程短、附加值比较高,蚕丝被行

业蓬勃发展.
影响蚕丝被性能最主要的是丝绵的质量,GB/T

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将蚕丝被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

格品３个等级,对填充物的考核要求包括品质、含油

率、回潮率、质量偏差率以及压缩回弹性.上述各项

质量指标中最难科学考核的就是填充物品质,其余各

项指标均有比较科学的试验方法,可以出具客观的试

验数据.

１　丝绵分类及其与质量的相关性

１．１　按原料可分为桑蚕丝绵和柞蚕丝绵

桑蚕丝绵是用桑蚕茧加工制作的丝绵,目前广

西是中国最大的桑蚕丝绵产区,江、浙一带产量也很

高.柞蚕丝绵是用柞蚕茧加工制作的丝绵,主要产

于辽宁和河南.桑蚕丝绵手感细腻光滑,使用感觉

更加滑糯,而柞蚕丝绵刚性较强,用它加工的蚕丝被

蓬松度较好、保暧性更强.但柞蚕丝的原始颜色为

灰褐黑色,一般会采用化学物质进行漂白处理.

１．２　按加工方式可分为手工丝绵、机制丝

绵、梳制丝绵

　　手工制作的丝绵柔软富有弹性,丝筋、绵点、绵
块少,是丝绵中的上品,但是劳动强度大、劳动效率

低,因此机制丝绵渐渐成为丝绵加工的主要方式.
机制丝绵加工过程中的煮绵工艺往往不能将丝胶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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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丝胶含量高,易导致丝绵板结、泛黄的问题,影响

丝绵质量.目前市场上专门用于蚕丝梳理的梳绵机

很少,梳制丝绵主要是采用类似梳毛机的设备对蚕

丝进行梳理.梳理后的蚕丝纤维排列整齐,外观和

蓬松度较好[２],但容易造成梳理过度,梳断较多,丝
绵长度会有所减短,影响丝绵品质.

１．３　按长度可分为长丝绵、中长丝绵、短丝绵

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对长丝绵的定义是以

整只蚕茧为原料加工制成的丝绵[１],纤维长而延绵

不绝;短丝绵是指蚕丝长度在２５cm以下的丝绵;蚕
丝长度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中长丝绵.对蚕丝被来

说,蚕丝长度越长越好,用长丝制作的丝胎不太容易

发生位移变形、导致纠结成团[３].

２　国家标准对蚕丝被填充物的考核
要求

２．１　考核项目

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考核蚕丝被填充物的

品质、含油率、回潮率、质量偏差率及压缩回弹性,其
中对填充物品质(即丝绵品质)的要求包括丝绵长

度、荧光增白剂、外观色泽色差、含杂率、手感、气味、
污损、发霉变质等(表１)[１].

表１　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对填充物的技术要求

项目
分等要求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品质

填充物应是长丝绵或中长丝绵;

不含荧光增白剂和明显粉尘;外
观色泽均匀,色差不低于４级;含
杂率≤０．１％;手感柔软,撕拉韧

性好;无明显气味;不污损;不发

霉、不变质.

填充物应是长丝绵或中长丝绵;

外观色泽基本均匀,色差不低于３
级;含杂率≤０．２％;不污损;不发

霉、不变质.

含杂率≤０．５％;不污损;

不发霉、不变质.

　　 含油率/％ ≤ １．５ １．５ １．５
　　 回潮率/％ ≤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质量偏差率/％ －２．０~＋１０．０ －２．０~＋１０．０ －２．５~＋１０．０

压缩回弹性
压缩率/％ ≥ ４５ ４０ —
回复率/％ ≥ ９５ ９０ —

２．２　丝绵品质各项指标设置的意义

丝绵长度越长,相对来说品质越好,中长丝绵及短

丝绵一般都是用下茧、蚕丝副产品或下脚料加工而成.
劣质茧颜色灰暗,或者由于柞蚕茧颜色呈灰褐

黑色,生产企业通过采用荧光增白剂等方法进行漂

白美化以改善丝绵的感官性能,而荧光增白剂对人

体健康无益,因此没有采用荧光增白剂而色泽又洁

白如玉的丝绵为上品.
好的丝绵外观色泽均匀呈乳白色、色差小,色差

较大的丝绵说明使用的原料较差或者品质差异大.
丝绵的杂质主要来源于蚕蛹以及蚕茧外层粘附

的杂质,含杂率超标的丝绵易滋生细菌,影响使用者

的身体健康.
好的丝绵手感柔软细腻,撕拉韧性好很难扯断,

而品质差的丝绵拉扯后易断.
丝绵的气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蚕蛹的味道,

二是加工过程中所加化学试剂的味道.一般放在通

风处晾晒几日后会逐渐散去,但气味的存在可能会

令使用者感觉不舒服,影响体验.

３　丝绵品质中检验判定存在的问题

３．１　丝绵长度判定存在的问题

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在填充物品质项目中

规定优等品和一等品的填充物应是长丝绵或中长丝

绵,对合格品则没有丝绵长度的要求.这就意味着

短丝绵可用于合格品.
在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的标志章节,规定

纤维含量标注时除了标注蚕丝的种类外,还要标注

丝绵长度.
即 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中在填充物品质及

纤维含量两处都对丝绵长度作出了相关的规定,那
么丝绵长度究竟应归属填充物品质还是纤维含量?
当一款等级为合格品的蚕丝被标注自己的丝绵长度

为长丝绵时,假如纤维的名称及含量与明示是相符

的,但丝绵长度与明示不符(假设实际含有短丝绵),
此时丝绵长度的判定应该归入哪个项目?

如果归入填充物品质里进行判定,标准中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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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品的填充物品质要求仅仅为“含杂率≤０．５％;不
污损;不发霉、不变质”.这款蚕丝被使用短丝绵,依
据这个条款要求不能判定为不合格.

如果归入纤维含量里,那么允许偏差按 GB/T
２９８６２—２０１３«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要求.GB/T
２９８６２—２０１３标准的５．５条规定在纤维名称的后面

可以添加如实描述纤维形态特点的术语[４],丝绵的

长度应该属于纤维形态特点.但在该标准第７章纤

维含量允差中,并没有提到判定允差时是否要涉及

纤维形态特点.而且,最关键的是,目前对丝绵长度

有鉴定的方法,但是对丝绵长度的含量才刚刚发布

检测方法标准«蚕丝绵纤维长度试验方法»,尚未被

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引用,这就造成如果使用

多种长度的丝绵,即使想要按 照 GB/T２９８６２—

２０１３标准规定的允差进行判定,也没有条件.

３．２　丝绵荧光增白剂检验存在的问题

GB/T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标准规定优等品不能含有

荧光增白剂,其试验方法是在波长为３６５nm 的紫

外线下目测是否产生可见荧光.
这个方法对于鉴别荧光增白剂含量高的产品是

可行的,但对于鉴别荧光增白剂含量不太高的产品

存在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检测过程中容易受检测人

员主观因素的影响,如视力疲劳造成评估的不稳定

性,以及不同检测人员之间评估的不稳定性.
笔者曾经将某样品给５个不同的检验人员在

３６５nm紫外线照射下进行观察(图１),其中３人认

为明显有可见荧光,２人则认为荧光不明显.

图１　丝绵样品３６５nm紫外线照射图

(右侧为无荧光增白剂的比对样,左侧为试样)

在荧光灯下会呈现荧光反应的物质并非都是荧

光增白剂,很多天然成分都会有荧光反应.这在自

然界也很常见,如萤火虫发光的原因就是含有荧光

蛋白质.研究发现未经加工的天然桑叶、蚕茧中含

有微量荧光物质[５Ｇ６],也就是说蚕丝本底可能会产生

干扰.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发现荧光茧色与家蚕性

别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以此研究家蚕的品种选育.
因此采用这个目测方法检验丝绵是否含有荧光

增白剂,其可靠性还有待提高.

４　丝绵品质检验判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４．１　丝绵长度

标准中填充物品质的分等要求,可在原有的基

础上增加一个条款:填充物丝绵长度应符合产品明

示指标.即明确除了要满足标准中的最低要求外,
还要满足产品自己的明示指标.这样,就将丝绵长

度完全归入填充物品质这一项.

FZ/T４０００９—２０１７«蚕丝绵纤维长度试验方

法»已批准发布,将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实施,建议

蚕丝被标准引用这个方法标准并给出允许偏差,在
评判丝绵长度时对于使用多种长度的丝绵可采用这

个方法检测出含量,然后对照明示百分比进行判定.

４．２　丝绵荧光增白剂

纺织行业标准 FZ/T０１１３７—２０１６«纺织品 荧

光增白剂的测定»已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实施,该标

准规定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器测定纺织

品中常用的９种荧光增白剂的方法.建议蚕丝被标

准把荧光增白剂的试验方法改为引用这个标准,以
消除检测人员主观因素以及环境本底的影响.

５　结　语

在一般消费者的心目中,蚕丝被属于高档产品,
高雅华贵.但实际上同为蚕丝被,其品质高低可以

相差甚远.科学客观地评价蚕丝被的品质,对质量

作出公正的判定是质检人的使命.标准的实施与改

进将规范蚕丝被行业发展秩序、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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