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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服装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危害



服装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分别是：造型、色彩与面料。面料可认为是服装的主

要特征与组成部分，消费者进行选择时，面料是主要衡量因素。服装面料是指体现服装主体

特征的材料。对服装面料建立全局了解，对不同面料的组成材质、所含化学品等要素进行了

解，有助于消费者的日常理性采购抉择。

一、从服装的面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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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面料材质织物成品对比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通过服装标牌了解成衣的材质

由于现代纺织纤维加工工艺的技术升级，我们已很难从面料的外观与手感上区分其材

质。因此在购买服装时仔细查看产品标牌，了解面料成分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更精确的材质

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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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类型 组成材质 商品种类 面料材质可能含有害物质

棉，棉纱线

棉型化纤混纺纱线

木材、棉短绒、芦苇等含

天然纤维的材料化学材料

氯苯类化合物（聚酯纤维及混纺常用染

色载体），三氧化二锑（生产涤纶常用

催化剂，阻燃剂）

纯棉，精梳棉（精梭棉），

水洗棉，网眼棉，丝光棉

棉的混纺织物，如：涤棉，

冰棉（棉布上加涂层），莱

卡棉

人造棉，粘胶纤维混纺织物

棉型织物

蓖麻纤维，亚麻纤维，

剑麻纤维等

棉麻混纺

麻与其它纤维混纺或交织
若为化纤混纺：氯苯类化合物（聚酯

纤维及混纺常用染色载体）

纯麻织物，纯麻细纺

棉麻混纺

麻型混纺织物

麻型织物

天然或人造丝制品
桑蚕丝、柞蚕丝、人造丝、

合成纤维长丝
丝型织物

若为人造丝：二硫化碳（生产原料）

利用高分子化合物为

原料的化学纤维

涤纶（聚酯纤维）、

锦纶（聚酰胺纤维）、

丙纶、氨纶、维纶、

芳纶等

化纤织物

各类羊毛、羊绒或人造毛 呢绒，毛料毛料织物
  直线型烷基苯磺酸盐

（LAS，羊毛及呢绒的复洗助剂）

皮革

带有毛的皮革 各种动物裘皮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塑化助剂）

经过鞣制加工的动物皮 牛皮、猪皮、兔皮、貂皮等 三价铬（鞣制剂）

以织物为基底，涂敷合成

树脂及塑料制品
人造革

丁烯二酸二酯（防腐防霉剂），

1-羟基哌啶（合成制剂）

二乙氰酸酯（氨纶原料），氰酸（氨

纶聚合过程中分解物质），APEO

（前处理助剂，匀染剂），氯苯类化

合物（涤纶及混纺常用染色载体），

三氧化二锑（生产涤纶常用催化剂，

阻燃剂）



纺织服装从纤维原材料的获取直至成衣售出，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工艺环节。在这长链条

中，纺织化学品的使用种类繁多，基本每个环节都有化学品的参与，整个过程产生了大量污

染物。并且有相当部分的有害物质残存于服装成品中，在日后消费者穿着过程中对人体造成

一定的危害。

虽然现代已开发出针对纺织行业使用有毒化学品的相关替代物质，其中不乏天然产品，

如可替代烷基苯磺酸盐的茶皂素，烷基多糖苷等替代烷基酚聚苯乙烯醚等助剂的使用，但因

整个加工工序繁杂，不同程序仍有涉及有毒化学品的风险。

二、纺织品生产中的有害物质及其来源

烧去布面上存在的绒毛，属于干态加工过程，无废水产生烧毛

去除织物织造前的上浆，包括酶、碱、氧化剂退浆工艺，使用淀粉酶、氢氧化钠、双氧水、

亚溴酸钠、过硫酸盐等，随着聚乙烯醇（PVA）浆料使用的增加，废水处理难度加大
退浆

用化学方法去除棉布上的天然杂质，使用各种表面活性剂及助剂，废水有机污染浓度高煮炼

去除天然色素，使用次氯酸钠、过氧化氢、亚氯酸钠等，相对废水污染程度小漂白

织物在一定张力下，浸轧浓碱，降低缩水率，提高稳定性，多使用烧碱，不直接排放

可回收循环使用
丝光

不同织物对应不同染料，使用大量具复杂化学基团且难降解的有机化合物染色

对织物进行局部着色，印花色浆包括各种染料、助溶剂、塑化剂、吸湿剂等助剂印花

使用各种后整理助剂、防蛀、抗菌剂、洗涤剂等后整理

1棉及其混纺染整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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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种非离子洗净剂，去除纺丝过程施加的油剂和抗静电剂精炼

涤纶织物特有前处理工艺，通过加入低泡高效净洗剂，使织物回缩蓬松，消除内应力松弛

使用大量具有复杂化学基团且难降解的有机化合物染色

对织物进行局部着色，使用分散染料与助溶剂、塑化剂、吸湿剂等助剂印花

赋予纤维柔软与滑爽性，使用各种后整理助剂、防蛀、抗菌剂、洗涤剂等后整理

去除其中油脂、汗液及其他杂质，多使用纯碱、合成洗涤剂及其他有机溶剂进行洗毛洗毛

去除植物性杂质，利用强无机酸如硫酸在高温下使织物纤维脱水炭化炭化

对天然毛织物进行脱色漂白，使用金属离子、碱性氧化物溶液剂双氧水进行漂白

根据不同毛织物，使用匀染性酸性染料，酸性媒染染料，活性染料等，使用大量具复杂

化学基团且难降解的有机化合物
染色

印花前需经过氯化处理，以提高印花效果。使用分散染料与助溶剂、塑化剂、吸湿剂

等助剂
印花

包括湿整理与干整理，进行缩绒、洗涤、烘干、压烫等处理，使用各种后整理助剂、

防蛀、抗菌剂、洗涤剂等
后整理

2毛纺织物的染整工艺流程

化学纤维织物染整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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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处理过程存在的有毒化学品

纺织原料的纤维在经过成纱、织造等过程后才可成为织布进入下一步的印染等工序。无

论是天然纤维还是化学纤维均会使用精炼剂、净洗剂、氧漂稳定剂和螯合分散剂等处理剂及

其相关助剂进行前期处理，以去污、去除杂质（纤维中的棉籽壳、果胶类物质等）、防脆损

等。

经过前处理后的织物，其

助 剂 中 的7 0 - 8 0 %流 入 废 水

中，其余残留在织布中进入下

一程序，甚至残留至成衣出售

环节。生产过程中的废水若得

不到恰当处理，将对环境产生

严重影响；残留在服装中的助

剂 也 将 对 人 体 产 生 潜 在 的 危

害。

以精炼剂为例，其本身组

成为无机碱类化合物，并不存

在环境及健康影响。但为了增

加碱液对纤维的渗透作用，则需要添加一些表面活性助剂，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O）即

为此类助剂。绿色和平组织曾于2014年发表报告，对27件奢侈品牌童装进行检测。来自欧

洲、亚洲等7国生产的童装样品中全部检测出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s，为APEO的一种）

3。NPEs因其可通过各途径侵入人体，具有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危害人体正常激素分泌，

已于上世纪80年代在多个国家禁止使用，欧盟于2005年起也限制了APEO的使用、流通与排

4放。但宋玉莹（2009）调查发现国内不少前处理助剂中仍含有APEO。

纤维织造车间（图片来源于网络）

2、染料及助剂相关有毒化学品

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能与纺织纤维通过分子间作用力吸附，并能够吸收可见光且反

射出该可见光的补光，使纺织纤维呈现牢固而均匀的色泽的有色物质称为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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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纤维材料结构不同，染色时需要的染料也不同。染色过程除染料外，还需要分散

剂等染料助剂，使染料在介质水中形成稳定的染液。染料与助剂相关化学品是染色过程中最

具毒害的物质。比如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禁用臭名昭著的偶氮染料，其可分解为20余种可致癌

的芳香胺。

在服装款式中受诟病最多的当属牛仔裤的加工制造（牛仔裤的材质从原料上说属于纯

棉，有弹性的面料为添加化纤的棉混纺织物）。国内大量低端的牛仔裤产品为控制成本仍旧

使用偶氮染料及相关助

剂进行染色水洗，在后

处理磨白马骝工艺时使

用强酸等化学试剂进行

喷涂。生产过程中工人

在蔓延毒气的环境下工

作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

的损伤；小旧工厂存在

偷排污水的情况，污染

水 体 、 底 泥 造 成 重 金

属、环境激素等严重超

5标 ；在消费者穿着过程

中，偶氮染料残留也存

在因高温流汗析出侵入

身体致癌的风险。
牛仔裤生产重镇一家工厂内的染色车间（图片来源于：绿色和平，2010）

与染料的生产使用有关的有毒化学品

卤代苯胺及其他取代物，作为偶氮染

料用于制造纺织品的氮基染料，能在水中溶

解，对包括水生生物在内的多种生物体具有

毒性，对哺乳动物的毒性也已广为人知，其

中一些具有生殖毒性或神经毒性，一些具有

致癌性。在欧盟、中国等国家已被列入法规

6管控的致癌芳香胺清单中 。

氨 基 苯 并 噻 唑 （ 包 含 其 氯 代 衍 生

物），是合成阳离子染料的重要中间体，

目 前 其 毒 性 的 研 究 信 息 十 分 有 限 ， 言 野

（2013）研究表明2型异构体（ABT）可以

引起DNA及染色体水平上的遗传损伤，新

生婴儿畸形、各种癌症、帕金森症、阿兹

7海默症等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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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代硝基苯（CNBs）的衍生物及硝基苯，作为一种染料中间体被广泛应用于染料的生

产过程中。由于其化学性质稳定，且具有三致效应（致癌、致畸、致突变）与遗传毒性，已

被我国在内的世界多国与地区作为优先控制的持久性有毒污染物。

纺织及印染助剂中含有毒化学品

四甲基癸炔二醇（TMDD），一种多功能的表面活性剂，具有多种工业用途，常被应

3用于纺织与皮革制造过程中。在水环境中具有持久性，且对水生生物具有一定毒性 。

二氯苯/三氯苯/五氯苯等氯苯化合物，聚酯纤维及混纺产品常用于载体染色工艺中。加

入氯苯等载体，可以使纤维结构膨化，有利于染料的渗透。氯苯是廉价又高效的染色载体，

同时也是公认的有毒有害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最主要的危害是对肝脏和肾脏的损伤，

3其中1,4二氯苯可通过吸入致癌（动物实验）  。欧盟已于2007年开始限用甲苯、三氯苯等化

学品（2005/59/EC），目前国内在一些质量较好的印染厂已停止使用该项工艺与化学品，

但在一些质量不高的印染厂氯苯化合物的使用仍旧十分广泛。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作为塑化剂被用在纺织行业塑料溶胶印刷过程中。该类物质被

认为是现代工业使用广泛的塑化产品，具有环境激素特性，有类似雌性激素或抗雄性激素的

作用，可影响生殖器官发育。欧盟于2019年起对REACH法规附录进行调整，扩大至4种邻苯

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限制使用（DEHP、DBP，BBP和DIBP，(EU) 2018/2005修订法规(EC) 

1907/2006）。

3、服装涂层材料

全氟化合物（PFCs）：在纺织品和纸制品上用作防水防油污涂层，非常稳定难降解，

对环境造成巨大威胁。2015年绿色和平发表的报告指出在偏远高山、湖泊及雪样品中检出

8全氟化合物 。另外2012-2016年，绿色和平相关纺织业报告中均提到户外产品中（服饰、

9鞋子、帐篷、睡袋、背包等）经常出现全氟化合物 。已有很多科学研究发现，全氟化合物在

各种水体、土壤及水生生物、两栖动物、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体内存在，其对生物生长发

10育能够造成负面影响，并产生内分泌干扰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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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使用功能

聚四氟乙烯

（PTFE）

扩展阅读：有必要了解全氟化合物家族中的常见化合物

化合物毒性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PFOA

存在可蓄积及毒性

暂未被列入

相关管理公约

全氟辛酸

（PFOA）

具 有 极 强 持 久 性 ， 可 在 空

气、水体、沉积物及各类生

物体内蓄积，并可通过母体

胎盘转移至婴儿。经医学研

究 其 可 影 响 生 殖 及 免 疫 系

统，有高胆固醇、溃疡性结

肠 炎 、 甲 状 腺 疾 病 、 睾 丸

癌、妊娠高血压等相关。

2019年全氟辛酸、

其盐类及其相关化

合物列入《关于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

全氟辛基磺酸

（PFOS）

可对实验动物及人类造成肝

脏毒性、神经毒性、胚胎发

育与生殖影响、遗传及免疫
11影响等

2009年PFOS及其

盐类列入《关于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

全氟丁烷磺酸

（PFBS）

其 生 物 蓄 积 性 不 如P F O A

等，但具有高度的持久性与

移动性，动物实验表明具甲

状 腺 激 素 紊 乱 、 肝 脏 、 肾

脏、血液等影响

2019年12月，欧洲

化学品管理局列为

高关注度物质，并

于2020年1月添加
a

至REACH法规 候选

物质清单

PFOA长链全氟化合

物的替代物——短链

全氟化合物

全氟癸酸

（PFDA）

可造成生殖和肝毒性以及
12

脂质代谢紊乱

于2016年添加至

REACH法规候选

物质清单

被用于户外服装的

涂层，以及工业上

用于阻燃剂等

氟调聚物醇

（FTOHs）

暂未被列入相关

管理公约

可用于生产防水内膜

和外层的防水涂层，

以及生产其他化学品

的前体物，可残留在

产品中

人体暴露于其空气中的挥发

物，其代谢物——PFAAs可

引起肝毒性；活性巯基化合
1 3

物具有肾毒性 ，其本身可

能具有神经毒性和内分泌干

扰效应

全氟化合物

（PFCs）

a. 欧盟的REACH法规为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制定（EC/1907/2006），全称为《化学品注册、评估、

授权和限制法规》。

用于成衣的防水及

防 污 功 能 户 外 服

饰，以及其他日常

家 具 与 清 洁 用 品

（如牙线、地板蜡

等）

2 0 0 9年 前 被 广 泛

用于纺织、皮革、

家具等表面防污处

理剂，现在主要暴

露来源为环境中蓄

积该物质的食物及

防水防油的特性应

用于纺织及皮革制

品中

饮用水

管理机制



皮革在鞣制过程中加入大

量的三价铬，使其更加柔软、

耐湿热。2015年《中国环境统

计年报》中提到，皮革、毛皮

及其制品以及制鞋行业的总铬

排 放 量 位 居 第 一 ， 占 比

1 539 .8% 。铬鞣废液一般经碱

沉淀后得到铬泥填埋处理，虽

然 三 价 铬 对 人 体 不 会 造 成 危

害，但作为重金属其可在生物

体内不断蓄积，在强氧化条件

16下可能反应生成对人体有害的六价铬 ，属于极毒物质。

王伯光等（2009）调查了珠三角皮革厂不同生产过程车间中的PM 水平，共检测出

46种有机化合物，其中真皮水场车间以酯类和酰胺类物质占比较大（十八碳烯酰胺含量高达

2 6 . 1 5 %） ； 真 皮 涂 饰 车 间 以 酯 类 和 醇 类 物 质 占 比 较 大 （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辛 酯 含 量 高 达

1 744.19%），人造革生产车间以酯类和酰胺类物质占比较大 。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皮革生

产、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助剂、添加剂等造成的污染风险。

09 解毒档案

4、皮革加工业的有害物质

皮革制品的加工过程因其工艺发展，可以将动物表皮打造成不同质地与触感的产品，始

终是高端服装市场的重要消费组成。我国是皮革生产与出口大国，至2016年规模以上制革

1 4企业年产量已占世界皮革总产量的25%，居世界首位 。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背后，潜藏着

皮革生产与加工行业的严重污染。

南欧的手工皮革鞣制作坊仍在使用，对当地环境

与工人健康造成威胁（图片来源于网络）

5、服装生产过程中含有的其他有害物质

水溶性聚氨酯类化合物，市场上使用此类化合物用于服装后整理阶段防缩整理剂。残留

在服装织物上的异氰酸酯形成聚氨酯后，在高温下经酸或碱水解可以释放致癌物质芳二

 9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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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锡化合物，对服装面料表面进行有机锡化合物（三丁基锡等）处理后，可以起到一

定的抗菌作用，常用于球衣及运动鞋上，并以此作为销售宣传亮点。有机锡化合物经动物实

验发现，可以引起雌性软体动物变性，并对哺乳动物细胞产生生殖毒性，对人体神经系统、

肝脏等有毒害作用，激素分泌抑制可能导致糖尿病及高血脂疾病等。

甲醛，服装在染色和后整理过程中使用甲醛以达到防缩、防皱的作用，或为了改善手感

作为柔软剂使用。在服装穿着过程中，会逐渐释放未经交联或水解的游离甲醛。其直接接触

皮肤，可引起强烈刺激，出现皮炎、过敏等症状，更严重的甲醛已确定具有致癌作用，并具

有生殖毒性及致畸变性。

纺织行业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及贸易顺差行业，虽然近年来面临较大的产业外迁压力与经

营发展风险，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纺织工业仍占重要位置。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统计数

据，2018年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额为1185亿美元，服装出口贸易额为1578亿美元，服装出

口占比达到57.1%。中国的服装产品在世界各地销售，但服装生产过程排放的大量污染物质

却长期蔓延于国内的山川与河流间。

以2015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的数据显示，当年调查统计的41个工业行业中，纺

织业的废水排放量位居第三，占比10.1%，排放量前5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江苏、广东、

山东及福建，占该行业废水排放量的83.9%。

三、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1、空气污染

纺织服装生产过程，印染企业中一些无组织排放废气行为造成有害物质，对企业员工、

周边居民造成极大影响。甚至长距离跃迁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以对其他地区生物造成威

胁。

在织物的前处理过程——染色前进行的预定型处理，需要在180-240℃间进行，织物

上的织物油在预定型阶段产生大量的油雾，是整个纺织生产过程主要的空气污染来源之一。

织物油因织物材质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如化学纤维中经常加入聚氧乙烯、烷基磷酸酯盐、矿

物油等增加纤维的可纺性。



印染过程中，若使用硫化

染料染色，需要加入硫化钠使

反应环境趋于碱性。在印染的

高温环境下，硫化钠极易水解

1 9产生硫化氢等气体 。另外印

染流程中经常加入膨胀剂、匀

染剂等助剂，在后续烘干过程

中也将挥发释放至空气中，如

前面提到的氯苯系列、聚氧乙

烯醚等化合物。

在织物的后处理过程中，

整理定型的操作温度在140-210℃，织物上吸附的大量表面活性剂、固色剂等可挥发物质将

在此过程挥发释放。这些可挥发性物质在空气中经光化学反应，可产生二次有机气溶胶粒

20子，是大气中PM   的主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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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纺织行业复杂的工艺过程，及其使用的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对自然环境及人体造成

的潜在危害，国内外制定并逐步完善了相关的行业环保标准。

3、纺织行业相关环保标准

印染污泥倾倒在农田附近（图片来源于：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2、水体污染

在织物的前处理过程中，为使精炼剂更好的渗透入织物中，很多纺织印染厂家会添加磷

酸酯盐类化学品，欧盟曾因磷酸酯盐类物质影响人体内分泌系统，要求美国耐克公司召回其

销往西欧的运动服。除此之外，大量的磷酸盐类化合物流入水体中，造成水质富营养化，引

4起藻类和浮游生物的急剧生长与繁殖，使水体溶解氧下降，水质恶化 。

李远征（2020）对华东地区20家印染企业的处理前废水进行抽样检测，发现其中15家

企业废水中均检出汞。这与工厂使用染料（如橄榄绿5G，酸性宝蓝B，嫩黄7GLL等染色）的

生产过程中以汞作为高效能定位催化剂密不可分，造成含汞废水与普通印染废水混合。大多

数印染企业并未按照国家有关含汞废物的处置要求进行第三方转运处置，而是简单的排入下

水道系统，造成难以恢复的水体污染，伴随着食物链的不断富集，将通过鱼类等水生生物进

21入人体对人体造成威胁 。

2.5



名称 主管单位 最新版本实施时间 备注

国际环保纺织协会

获得此标签的纺织品，说明其织物

及辅料已通过有害物质检验，该制
22品在人类生态方面无害

2020.6（每年更新）

Oeko-Tex Standard100

（《国际生态纺织品标准

通用及特别技术条件》）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对我国纺织

品安全性进行了最基本的技术要求
2011.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GB18401-2010)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从化学要求

方面、机械安全方面进行规范
2018.6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

全技术规范（GB31701-

2015）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该标准不要求强制性执行2010.1
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

（GB/T18885-2009）

四、作为消费者的抉择

纺织服装行业的环境污染与生物体毒害威胁的持续影响，和其制造与消费规模的快速增

长密切相关。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快时尚服装品牌以快速响应的供应链管理模式，不断缩短时

尚服装潮流周期，鼓励消费者更频繁的购

买与处置（可理解为闲置或丢弃等方式）

服装。

另外，社交媒体中时尚达人及网红

的消费行为分享与网络购物的便利快捷，

使消费者在多方影响下冲动购物，造成了

世界范围内服装市场的过度消费现象。人

们购买服装已经不是基于日常所需，而是

用这种疯狂的方式变相填补更深层的空

虚、失落、焦虑等情绪。

绿色和平环保组织于2017年发表报告提到，调查发现中国大陆有40%女性受访者不到

一周即购买一次新衣，已达到购物狂热者水平。而有约一半受访者表示，购物带来的开心感

23受，不到24小时就会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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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时尚推动下的消费主义盛行（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社会，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逐渐异化成对物质的满足，生活中的

任何行为好像都离不开消费。在时尚传媒的诱导下，我们愈发认为通过层出不穷的穿戴，可

以使自己获得自信与他人的认可，而这背后已经完全突破了我们对物品本身的需求，也忽略

了，这些产品背后存在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

当我们认识到了这些危害后，在日常的穿衣中，就应尽可能的注重衣服的质量，少买、

少穿对自身健康安全造成潜在风险衣服，同时减少衣服的数量，从源头开始节约资源，并最

终减少废弃衣服的产生。

附录1：有关纺织服装污染相关调研报告发表清单

报告名称

时尚污染 - 两个中国纺织专业镇环境调查

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时尚之毒2——毒隐于衣

时尚污染——两个中国纺织专业镇环境调查

纺织行业有毒有害物质消除指南

牛仔裤的代价（纪录片）

潮流.污流：纺织名城污染纪实

潮流·污流——全球时尚品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

可持续纺织的关键盲点

为时尚清污：绿色选择纺织品牌在华供应链调研报告

童流河污——中国童装重镇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

新标准考验品牌责任：绿色选择纺织业调研报告

红牌出局——世界杯运动商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

童流河污——奢侈品牌童装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

谁来守住污水处理的责任底线？绿色选择纺织业调研报告

极净之境？：全氟化合物雪地污染调查

看不见的危害：户外防水产品全氟化合物检测报告

“去毒”时尚排行榜

时尚产业及纺织废弃物研究

狂欢之后：国际时尚消费调查报告

绿色消费还是消费绿色？纺织业调研报告迪士尼特刊

污染不应成为纺织印染行业的新标签：纺织印染行业环境信息公开调研报告

发布机构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德国电视一台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自然之友等

自然之友等

绿色和平

朝露环保等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

绿色江南

发布时间

2010

2011

2011

2011

2011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2013

2013

2014

2014

2014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9

附录2：近2年有关纺织业污染及残留媒体报道
（通过搜索引擎，搜索新闻标题，即可查询到相关网页）

新闻标题

2018年汕头35家印染因污染严重受到重点监控

盐城重罚三家污染环境的纺织企业

印染厂污水乱排大面积污染土壤、地下水 浙江湖州南美公司被提起公益诉讼

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察后 无极县两家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再现污染现象

在“环保放大镜”下，时尚服饰并不“时尚”

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制衣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台州市某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案

曝光了,韩国多个知名服装品牌含致癌物质!中国有售!_

沙田查处整治15家污染企业

纤维含量、断针类残留物等检测不达标 39款儿童服装质量抽检不合格

涉及城市

汕头

盐城

湖州

石家庄

-

桐乡

台州

-

东莞

-

报道时间

2018.4

2019.1

2019.11

2019.11

2019.9

2020.1

2020.4

2020.7

2020.7

2020.7

相关媒体报道层出不穷，您可以通过网络搜索查看更多纺织品中有毒化学品危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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