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

“毒校服”不止“近忧” 还有“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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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校服事件”近日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上海欧霞时装公司生
产的一款校服， 被检出致癌物质可
分解芳香胺。

2

月
18

日，有关教育
主管部门在官方微博上公布了
2012

年曾经在该公司采购学生服
的

21

所学校名单，要求学校通知学
生暂停穿着学生服，组织统一送检。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毒校服” 中可
分解芳香胺染料的实际危害并非仅
仅是“近忧”，还有“远虑”。

经呼吸道、消化道等进入人体
芳香胺染料属于偶氮染料，偶

氮结构是染料中产生基础颜色的重
要物质，如果没有它，大部分染料的
基础颜色将无法呈现。 部分衣物在
穿着过程中，偶氮染料会被还原，就
可能产生有害芳香胺物质， 被称之
为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并非所有的
偶氮染料都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目
前被禁用的只是还原后释出确定的
24

种芳香胺类的偶氮染料， 约有
130

种。

芳香胺染料属于芳香族氨基化
合物， 种类繁多， 可经过人的呼吸
道、 消化道和皮肤黏膜吸收进入人
体。 大多数芳香族氨基化合物品种
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涉及以下

6

个方
面：

1.

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使红
细胞失去携氧能力；

2.

溶血作用；

3.

肝脏损害；

4.

急性化学性膀胱炎及
肾损害；

5.

皮肤黏膜的刺激及致敏
作用；

6.

致癌作用。

芳香族氨基化合物种类繁多，

不同的化学结构导致了其毒性效应
方面的差异。在上述

6

方面危害中，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溶血作用、肝脏
损害与急性化学性膀胱炎往往属于
急性中毒的范畴， 考虑到衣物中可
分解芳香胺染料的还原释放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且剂量有限，通常不会

对消费者构成急性危害。 而皮肤损
害和致癌作用， 会作为长期的风险
而存在。

危害平均潜隐期超过
20

年
有专家认为， 在这些有毒染料

中，毒性最强的当属联苯胺。联苯胺
及衍生的盐类物质具有强致癌作
用， 在一定剂量及接触时限条件下
可导致膀胱癌等恶性肿瘤。

自然环境中不会自然生成联苯
胺， 环境中存在的联苯胺均为人为
所致。有研究者认为，联苯胺所致膀
胱癌是低剂量长期累积暴露的结
果。工作中接触联苯胺的职业暴露，

罹患膀胱癌患者的平均接触工龄在
10

年以上， 而自开始接触算起，平
均潜隐期多在

20

年以上。潜隐期是
指“非传染病”从暴露于病因到发病
所经历的时间。 考虑到“毒校服”中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的污染方式，人
体接触联苯胺等可分解芳香胺的剂
量要明显低于职业暴露， 因此推断
其致癌风险， 一方面患病概率会更
低， 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其潜隐期会
更长。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已经
有了更加安全的替代产品，将含有可
分解芳香胺的染料淘汰早已具备了
技术条件。 但现实情况是， 此次的
“毒校服”事件并非是首次在服装中
发现可分解芳香胺。近几年，国家纺
织品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曾
检测全国

20

家企业送检的
1051

份
样品， 发现约

6%

的样品中含有纺
织品禁用的可分解芳香胺染料，其
中

2%

的送检样品还检出高致癌性
物质联苯胺， 最严重者超标达

190

倍。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进行了监督抽查
结果也显示，

5

款童装产品中被检出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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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校服不是一个部门的事
� � １８

日晚，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就“问题校服”

事件作出了反思：“调查欧霞公司存在问题的过
程中， 相关部门已经暴露出在实际工作中监管
不严、职责不明等问题，各部门间协调机制尚不
完善，监管也有漏洞。 ”此外，有关部门表示，调
查中一旦发现公职人员、 学校教职工有违规违
纪行为，将予以严肃处理。

专家指出，校服、校车、教具等学生校园用
品的生产流动监管涉及多头部门， 如何守住安
全底线，保障学生基本权益，绝非一方责任，而
需各职能部门打破壁垒统筹监管。

譬如，提高承制企业准入门槛，进行生产流
动全环节的“闭环式”管理。 长期关注校园安全
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刘震华说， 参照其他国家的
经验，应尽快设置校园用品生产流通管理规定，

明确各个环节的牵头责任部门。校服、校车等生
产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应当高于一般同类企
业。也应当鼓励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增加对校服

等校园用品的非营利性投入。

其次， 上海市商业流通中心首席研究员齐
晓斋说， 相关部门应建立校服生产企业“黑名
单”制度，提高企业违法或犯错的成本，将不合
格的产品和生产企业及时清除出市场， 对无良
企业进行“一票否决”。

招标采购校服等校园用品的过程中， 教育
主管部门不能只问价而不问质， 应当充分发挥
其管理服务的职能。与此同时，专家提议是否由
部分城市区县开展试点， 制定校服等校园用品
的集中采购方案。 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
家庭收入情况， 对部分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学
校提供财政补助。

还有不少学生家长呼吁， 学校在定制采购
校服等校园用品的过程中， 应多尊重学生家长
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充分发挥学校家长委员会
的作用，请家长一起协助监管把好质量关。

（据新华网）

“黑榜”常客为何屡屡中标

上海“问题校服”事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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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差、款式旧，居然还有毒？ ”上海质监部门近日抽检发现，一款
学校订制的摇粒绒冬装学生服中含有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 而这家生
产企业在过去

3

年间曾
4

次因质量问题登上过质监部门“黑榜”。 这一
消息公布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和质疑，多次在抽检中“落马”的企业为
何仍能持续经营进而年年中标？

涉事校服厂商3年4度抽检不合格
� �

上海质监部门此次专项监督抽查发现，

上海欧霞时装有限公司生产的
ＯＵＸＩＡ

摇粒
绒冬装学生演出服含可致癌芳香胺染料。 据
介绍，这类染料含有偶氮基团，对人有可致癌
性，且对人体的伤害不可逆。而涉事的欧霞公
司产品， 在过去

3

年间曾
4

度被质监部门抽
检不合格。

一石激起千层浪。“坑谁也不能坑孩子啊！”

不少学生家长及网民得知“问题校服”情况后焦
急万分，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回应质疑：到底哪些
学校购买了这些校服？ 为何

3

年连续抽检不合
格的企业能一直承制订单？ 被检测出质量不合
格的校服如何回收销毁？

１７

日晚，上海市浦东新区质监部门回应表
示， 被抽检出含可致癌物的是

５０

套学生演出
服，抽检时当即就被全部扣押且均未流出，生产

厂家欧霞公司已被立案调查。

随后，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体育）局公布
了与欧霞公司有过校服订单往来的

２１

所学校
名单，截至

１８

日晚，这些学校由欧霞公司供货
的

２６４４４

套校服已全部暂停使用并送检， 相关
检测结果将在近期对外公布。

听闻校服抽检出可致癌物质后许多家长表
示担忧，即便学校并未与欧霞公司有业务往来，

依然担心自己孩子穿的校服不安全， 希望有关
部门能展开更大规模的排查， 确保校服的质量
安全可控。

家住上海市长宁区的学生家长周女士说：

“校服、校车、教具等学生用品，不仅要符合国家
标准，甚至应该高于国家标准。学校应当保证孩
子的身心健康，‘身’在前，这是最基本的责任和
底线。 ”

“黑榜常客”为何年年中标
� �

上海质监部门表示， 加上这次抽检出可致
癌物质， 欧霞公司的产品

3

年来
4

次登上了质
量抽检不合格“黑榜”，其中两次是因为

ＰＨ

值
超标。这样的“黑榜常客”为何还能年年中标？记
者调查发现，小企业制衣成本低、学校采购权限
大、监管环节存漏洞是主要因素。

１７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川沙镇新德村的欧霞公司， 生产车间目前已经
全部停工， 一楼仓库里堆放着几包未出厂的校
服。 据悉，这家公司承制校服已有四五年时间，

年销售量在
１．５

万套
~２

万套。

据了解，在上海等全国许多地方，校服生产
厂家大多是欧霞公司这样的小企业， 而校服的
生产本身几乎没有任何门槛，“能做服装的厂
子，基本上都能做校服。 在这附近，像我这样的
还有三四家，没什么大的厂子。 ”欧霞公司负责
人王龙珠说。

学校为什么一定要找这种小企业生产校
服，而不能找相对更有质量保证的大企业？

最普遍的说辞是校服限价过低。 上海某小
学退休校长张京堂说， 高中学校自制校服每套
不能超过

２５０

元；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制校服
每套不能超过

１５０

元， 采购价格需要上报教育
主管部门审批。

“现在市面上小孩子好一点的衣服，

１５０

块
能买到吗？校服成本一年比一年高，价格却不能

动，学校怕家长投诉乱收费，只能压低成本。 小
企业也是微利，有时候还要给采供方回扣，根本
赚不到几个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服装生产
企业负责人说。

企业为了赚钱“偷工减料”，学校为了价廉
“睁眼闭眼”，致使无良商家仍能订单不断。更重
要的是，自制校服的采购权完全在学校手里，教
育主管部门除了价格把控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
监督管理的职责。

“我们只跟学校打交道，竞标的时候，我
们拿服装过去，把服装的原料、设计讲出来以
后，完全由学校来选要哪家的服装。他们基本
上选了一次，我们就会合作好几年。 ”王龙珠
坦言，生意总免不了熟人牵线搭桥，有一些人
情往来。 一家校服生产厂家生产的校服不仅
对口多个学校， 还可以从幼儿园到高中“通
吃”。

在校服的采购和验收过程中， 学校的权力
缺少约束，另一方面，也不具备鉴别校服质量的
能力和技能，容易被不法厂商忽悠。

“我们没办法，只能看看衣服是否有破洞、

脱线等情况，不可能分辨出原材料是否有毒害。

有些合作多年的老企业， 可能连质检报告都不
看就收货了。”上海市浦东新区江镇中学学生处
的老师说，对学生校服质量或原材料进行把关，

“这应该是其他部门的事情”。

陴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