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百 家 谈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责编：罗 兰 邮箱：luolan9520@vip.sina.com

2017年6月20日 星期二

前两天回老家，居然发现污
染了很多年的河水清了。记得前
几年教儿子学古诗，读到“春来
江水绿如蓝”，儿子说：“这句我
懂，老家哪条臭河就是蓝色的”！
我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我真
不知道怎么告诉儿子：你爸小时
候，河是清澈见底的、鱼虾是成
群的。但自从上游有了家牛仔裤
厂，水才变成蓝的，这事跟春天
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叫污染。据
说这两年河水逐渐变清，是缘于
纺织厂转型升级为生态纺织产
品，还了家乡一片碧水蓝天。

高水耗、高能耗、高污染的
印染厂每加工 100 米织物，会产
生废水 3～5 吨，你可能很难想
象，300万吨废水仅仅是国内纺织
印染企业一天的排放量。在长三
角、珠三角遍布着纺织加工企
业，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表水和

土壤都被不同程度地污染了。
近几年，“生态纺织”在世界

范围内悄然兴起，正在推动又一
次纺织产业升级。2017 年初，最
新版Oeko-Tex Standard 100生态
纺织品检测标准正式生效，其对
纺织品中有害化学残留监管达到
了“史上最严”程度，出口欧美
市场的纺织品都需达到此标准。
这无疑竖起了一道新的技术壁
垒。但对于有前瞻性的企业来
说，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拥
有Oeko-Tex Standard 100证书的
生态纺织品市场优势明显，不仅
销路畅通，而且价格可以比普通
纺 织 品 高 出 20%-30% 。 近 几 年
来，我国政府对“生态纺织”也
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一些
有远见的企业在“史上最严”标
准倒逼之前，就已主动转型升
级，通过了生态纺织产品认证，

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政府
推动引导下，目前我国获得生态
纺织认证的企业已经超过了 300
家。

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我
家那条河是幸运的。生态纺织的
发展让我们看到环境改善的希
望，但我们还需清醒面对我国是

“纺织大国”还不是“纺织强国”
的现状。生态纺织在政府的推动
下得以迅速发展，但与之配套的
法律法规、检测监管体系仍需建
立与完善。

我家门前那条河
陈绍强

生态纺织势在必行

纺织业是一个传统的高污染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纤维原
料、加工染料或助剂等产生了大量废水以及污染物。据有关统
计，染整 （即印染和后处理） 废水占 80%以上，化纤生产废水
量约占12%，另外8%是其它纺织废水。

用水总量大、用水效率偏低，废水排放量大，都直接威胁
着绿水青山。同时，整个纺织行业还面临着高污染、高能耗带
来的高成本等问题。

作为一个环境敏感型和资源依赖型的传统制造业，纺织业
必须实现绿色制造。专家指出，一方面能改变传统的高消耗、
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有利于资源优
化配置；另一方面还能促进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力度，
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绿色制造意味着纺织全产业链要走上生态道路，根据
Oeko-Tex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对纺织生态学的界定：一是纺织
品的生产过程对环境不造成有害的影响，且符合不污染空气、
不污染水资源等条件；二是将服装和纺织品中对人体健康产生
不良影响的有害物质的含量降至最低；三是在洗涤和保养衣物
的过程中对穿着者和周围环境不会产生影响；四是纺织品在废
弃处理时不释放有害物质，焚化销毁时不污染空气。

有人形象地比喻，生态纺织就是使整个产业实现从摇篮到
坟墓的绿色革命，即控制包括从纤维种植、养殖、生产到产品
加工的全过程对环境无污染、产品自身不受“污染”，对人体安
全无害。

生产过程绿色化改造

在“十三五”规划中，纺织行业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
重要的位置，其中生产过程绿色化改造措施包括：推进能效、
水效对标达标活动，培育行业领跑者；加强资源循环利用，建
设废旧纺织品回收和再利用体系，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再生纤
维产品；加大绿色设计开发投入力度，打造具有绿色内涵的品
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等。

绿色生产应先从企业抓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
淮滨对本报记者说，从企业层面开展生态文明创建，可为纺织
行业乃至整个工业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为此，主管部门研
制了“培养和创建纺织行业生态文明示范企业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五
个模块60多项指标，作为评价纺织企业生态文明创建的尺度和
评分依据，并以此向开展生态文明示范活动的企业提高政策、
技术与管理方面的指导，简称“1+5”模式。

据介绍，“1+5”模式中的“1”是指推荐的企业，首先要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和行业的准入条件，这是基本门
槛。同时，推荐的企业还要符合当地的环保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等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5”是指企业要按照发展生态经
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民居、建设生态文化、形成生态
管理制度五大模块。

同时，纺织行业绿色工厂建设还需遵循“五化原则”：即
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绿色工厂应按照厂房集约化、原料
无害化、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废物资源化评价原则来创
建。

生态文明走进千万家企业

有了政策支持和具体标准，各地纺织企业开始实践环
保、可持续的生产方式。2014 年至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同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共同开展了“中国纺织生
态文明万里行”活动，将评价指标与企业实践进行对接，
关注并指导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生产革命。

2015年1月，“中国纺织生态文明万里行”走进了广
东互太 （番禺） 印染有限公司。从2002年开始，该公司
研发和实施的节能环保项目有几十项之多，仅在环保节
能上的投资就已经超过了6000万美元。这些投入得到
了很好的回报，不仅减少了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还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最终优化了产品品
质，赢得了长期稳定的客户订单和良好的声誉。

同年 11 月，“中国纺织生态文明万里行”又走
进了杭州万事利集团。万事利集团是行业的标杆，
近年来实施品牌战略，率先提出了“控源头，抓
两边，提中间”的企业生态发展思路，构建了丝
绸面料整个生命周期“供应链生态要求—绿色生
态印染—产品循环利用”三个阶段的生态体
系。同时对供应商进行全方位的生态供应链考
核，重视高端产品设计及绿色产品研发，生产
上引进国际核心技术，目前已经做到节约用
水 30%，减少化学助剂用量 10%。此外，还
开展了物料平衡、水平衡和能源平衡审计和
清洁生产审核，目前园区内先进设备占比
80%以上，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及工艺技
术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

2016 年，“中国纺织生态文明万里
行”活动又分别走进了鲁泰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海嘉麟杰纺织品有限公司。
鲁泰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高档色织面料生
产商和全球顶级品牌衬衫制造商。鲁
泰公司从成立至今开发了 600 多项新
技术，其中 9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3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嘉麟杰纺织品有限公司是集针
织、印染、研发和产学研基地于一
体的，专业从事各类高档织物面
料和户外运动型成衣的高新技术
企业。无论是花园式的厂区，还
是井然有序的织造、整理、染
整车间，验证了嘉麟杰从成立
起就树立的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理念。专家通过现场考
察，依据“培养和创建纺织
行业生态文明示范企业评价
指标体系”，一致认为嘉麟
杰公司是产业转移和新建
企业的示范样板。

当今，绿色概念不仅在食品、居住、出行中被广泛提倡，还在服装面料等纺织品中流
行，纺织产品“生态化”、“绿色化”是国际消费品市场发展的大趋势。今天，中国作为世界
的纺织生产和出口大国，正积极追求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生产、消费以及回收利用和废弃处
理）的生态性，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国推广生态纺织中国推广生态纺织：：
实施全产业链绿色革命实施全产业链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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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众消
费观念的转变，纺织产品
的无毒性和环保性越来越
受到重视，尤其是那些直
接接触皮肤的产品，如服
装、床上用品、毛巾等。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有了选购绿色产
品的意识。这股绿色消费浪潮对中国生
态纺织的发展和认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
作用。

常见的生态纺织纤维包括天然彩色
棉纤维、甲壳素纤维、大豆蛋白纤维、
玉米纤维和牛奶酪蛋白纤维等。

目前，我国已培育出了 45 种彩色
棉，有浅蓝色、粉红色、淡黄色、浅褐
色、驼色、灰色等。天然彩棉在加工过
程中可免去漂白和染色等工序，极大地
降低了因染色而引入有害物质的可能。
除了利用植物中的天然原料，越来越多
的企业也开始开发对环境友好的合成材
料。例如在纺纱过程中使用的合成浆
料，主要是聚乙烯醇浆料和丙烯酸类浆
料，前者难以生物降解，造成的环境污
染比较严重，后者易于退浆、易于降
解，有利于环境保护，现在已经成了企
业发展绿色环保浆料的主要方向。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生态纺织有
着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么，普通消费
者在选购纺织产品的时候有何参考依据
呢？这就到了生态纺织品认证标志发挥
作用的时候了。

国 际 上 通 行 的 生 态 认 证 标 准 有
Oeko-Tex标准、Eco-label标准等，其中
Oeko-Tex 标准 100 标志是世界上最权威
的、影响最广的纺织品生态标签。目
前，我国出口欧洲国家的纺织产品基本
上都需要先通过Oeko-Tex标准认证。

在国内，GB/T18885-2009 《生态纺
织品技术要求》 等法规给出了明确的生
态纺织品检测方法，对生态纺织行业的
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此外，还有“十
环认证”，即“中国环境标志”为生态纺
织品开出证明。它表明产品不仅质量合
格，而且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与同类
产品相比，具有低毒少害、节约资源能
源等环境优势。同时，我国还积极开展
环境标志互认工作，目前已经与德国、
韩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签订了环境标
志互认合作协议，为中国纺织企业的可
持续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这些证明性标志，可以帮助消费者
判断哪些产品是生态纺织品，便于消费
者进行选购。而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可
以引导企业自觉调整产业结构，引入清
洁生产工艺，生产对环境、对人体无害
的产品，最终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相适应的目的。

目前，我国生态纺织业发展尚不成
熟，生态纺织认证也主要是通过经济手
段或市场调节，由企业自愿采用，而非
国家强制，生态纺织品的巨大市场还有
待开发。

市场青睐

绿色纺织品
蔡竞仪

万事利集团生产的环保丝绸面料万事利集团生产的环保丝绸面料

（压题图：万事利集团的智能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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