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
致⼒于防⽌合成纤维纺织品在洗涤过程中释放微纤维到⽔⽣

环境中



微塑料有多种来源，并⾮仅仅来⾃于纺织品材料。

所有纺织品都会释放出可能有问题的纤维碎⽚，⽽不仅仅是合成纤维

纺织品。

纤维断裂可发⽣在产品整个⽣命周期的任何阶段，或在任何阶段受其

影响，⽽不仅仅是在洗涤过程中。

2018年，五个⾏业组织同意通过建⽴Cross Industry Agreement来积极
联⼿应对微塑料问题。参与签署的各⽅都理解为了进⼀步推动全球性的

⾏动计划，除了分享有关科学知识和促进研究以找到合适的解决⽅案

外，第⼀个重要步骤是要建⽴⼀种统⼀的测试⽅法以便收集和分析⽐较

全球数据。

今天，通过各利益⽅的⼴泛参与，统⼀的测试⽅法已开发完成并已递交

给CEN以⽤作CEN官⽅标准。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将继续与CEN合作，促进CEN官⽅标准的实
施，并致⼒于在2021年后的研究中使⽤新的统⼀测试⽅法。

与此同时，Cross Industry Agreement的建⽴很⼤程度地促进了学术界
和⼯业界对微塑料问题的了解。它填补了在早期讨论中的知识空⽩，对

建⽴将来的沟通和补救措施也是⾮常关键的。

虽然凭着⽬前的研究数据很难为微塑料纤维毒性下结论，但我们已了解

到：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欢迎国际社会的政策⾏动⽀持，并建议通过
进⼀步研究以收集基本数据和设计合适的解决⽅案。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希望籍以统⼀测试⽅法的建⽴达到两个⽬
标：分享信息和知识，共同确定填补知识空⽩的优先顺序，确⽴中⻓期

措施；⽀持和参与解决纤维断裂问题可⾏⽅案的各种⼯业研究活动。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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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五个⾏业组织（AISE，CIRFS，  EOG，
EURATEX 和 FESI ） 同 意 建 ⽴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希望联⼿⾏动通过建⽴统⼀的微塑料测
试⽅法，共享科学知识，并进⾏研究以找到合适的微塑

料问题解决⽅案。该倡议得到了欧盟执⾏委员会的认可

并将其纳⼊其Plastic Strategy当中。

必须承认，要在全球范围内调研可⾏⽅案，讨论微塑料

释放的政策措施，⼀个科学化的统⼀测试⽅法是必不可

少的前提条件。

今天，这些⾏业组织⾃豪地宣布，在各利益⽅的⼴泛参

与下，⼀个统⼀的微塑料测试⽅法已开发完成并已提交

给CEN。 CEN做少许调整后即将该⽅法认定为CEN官
⽅标准。这将促进全球微纤维测试，数据分析和调查纤

维释放问题的解决⽅案。这些成果已提供给欧盟执⾏委

员会和商业界以⽀持决策和进⼀步研究。

C R O S S  I N D U S T R Y  A G R E E M E N T

统⼀测试⽅法的价值 这是什么测试⽅法？

可以简单有效地⽐较纺织品⾯料微纤维释放性能。

⽬标

适⽤于所有纤维类型和织物结构。确保所⽤仪器都是测试

实验室的常⻅标准设备以便于全球⼴泛使⽤。

设计

审查了多个⽅法参数并在各种条件下进⾏测试，以确保测

试结果是可重复和可复制的。

参数

测试的基本过程为测试样品在适当的温度，时间和机械条

件作⽤下经历加速的清洗过程。所得洗涤液被真空过滤。

纤维损失以重量作为评估并推算出家庭洗⾐的纤维损失，

但是该⽅法与家庭洗⾐的直接相关性尚未被确定。

原理

科学化的统⼀测试⽅法

统⼀测试⽅法在理解和讨论微塑料问题上有重要的价

值。统⼀的测试⽅法使得从全球收集来的数据可以得到

⽐较分析，以便更快地了解问题的核⼼，并优化研究，

促进⾏动和创新来解决问题。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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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甚么? 术语定义

(纺织）纤维：具有⼀定柔韧性、细度，和⻓度与最⼤横
向尺⼨之⽐⾼的特点的细丝状物质，适合纺织应⽤。[1]

纤维碎⽚：短的纺织纤维。注意：纤维碎⽚可成为⽔体

污染物；它们通常被错误地称为“超细纤维”。

超细纤维：纤维线密度⼩于1分特克斯或直径⼩于10微
⽶。注意：聚酯微纤维的直径通常⼩于1 x 10   m；这是
⼀个经常提及的维度，但不是微纤维的正式定义（根据

SI定义微纤维直径应该等于1 × 10   m）。

微塑料：直径⼩于5 mm[2] [3]的塑料碎⽚、颗粒或纤
维。注意：⽬前尚⽆商定的法律定义。微塑料的定义⼯

作正在欧盟法规级别上进⾏着。

“纤维碎⽚”⼀词的出现是因为这是在纺织⼯业中⾸选的术
语。这是为了避免与在纺织⾏业已⼴泛使⽤的术语“超细纤
维”混淆。 “超细纤维”在纺织⾏业中常被⽤来描述直径为1旦
尼尔或以下（直径⼩于⼗微⽶）的合成纤维，这些超细的合

成纤维通常⽤于作清洁的布织物或其他应⽤当中。

就本⽂档⽽⾔，请参照以下术语和定义：

由于初始研究阶段时⼈们不⼤了解纤维碎裂问题的复杂性

并且缺乏公开的测试数据，这个话题起先是有很多争论和

推测的。但是随着Cross Industry Agreement的成⽴，⼀

些关于环境中的纤维碎⽚，相关的排放路线及其对⽣物之

潜在影响的重要学术⽂章和与纺织纤维有关的⾏业讨论相

继出现。这些⽂章和讨论的发表增加了当前⼈们对该话题

的认知，也对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C R O S S  I N D U S T R Y  A G R E E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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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与事实

最初⼈们认为纤维碎裂是⾐物在洗涤过程中产⽣的，⽽家⽤洗⾐机和废⽔处理⼚（WWTP）⽆法去除微

纤维，因为微纤维的⼤⼩和形态使其难于过滤。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洗涤过程确能产⽣微纤维，

但污⽔处理⼚在去除纤维上是可靠的。各种公开发表的报告都指出污⽔处理⼚在去除纤维的能⼒界乎

97％⾄99.9％ [4],[5]

这表明家⽤洗涤可能不是主要的微纤维排放途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空⽓样本中也存在纤维碎

⽚。⼀些研究和最近的⽂献都反映出天然纺织纤维在空⽓中占的⽐例较合成纤维的为⾼。空⽓样本⾥天

然纤维中70-75%为纤维素纤维（包括再⽣纤维素纤维），⽽17- 30%的空⽓样本中的纤维为⽯油化⼯基

纤维。 [6],[7],[8],[9]. 这项假设得到了早期研究⼯作的⽀持，包括在污⽔处理⼚附近或城市环境并没有发

现纤维浓度增加，还有其他⼀些专⻔检查空⽓中纤维损耗的  近期研究。[10] [11]

⼤多数微塑料来⾃纺

织品

 
 

合成纤维纺织品释放

更多的纤维碎⽚

纤维碎裂仅在洗⾐服

时发⽣

微塑料有多种来源，包括降解了的塑料碎屑，轮胎和纺织品。虽然已有⼀些⽅法可表

征在⽔中发现的微塑料的起源，但尚没有全球统⼀的测试⽅法可⽤。

纤维碎裂可能源⾃所有纺织品，因此可能是合成（⽯油化学）材料或天然（纤维素/蛋
⽩质）材料。所有纺织品和服装都会经历纤维破碎：时尚服装，运动/⼾外服装，⼯业
⽤纺织品，家⽤纺织品，汽⻋纺织品，⼟⼯织物或个⼈护理产品。

纤维断裂可能发⽣在产品整个⽣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并受产品⽣命周期任何阶段的

影响，包括产品的制造过程以及消费者的使⽤，护理和处置阶段。此信息图可⽤于

说明可能影响纤维断裂脱落的多种因素以及它可能发⽣的各个阶段。

C R O S S  I N D U S T R Y  A G R E E M E N T

原材料处理 加⼯材料⽣产 成品组合 产品使⽤ 产品⽣命周期结束

原材料变成纤维或纱线

• 材料获取和转换
• 纤维⽣产
• 纱线⽣产

纺织品物料⽣产和加

⼯

• 针织和机织纺织品
• 织物漂⽩，染整，洗涤
和加⼯

⽣产成成品

• 裁剪，缝纫，针脚，
刺绣

• 丝⽹印刷
• 产品包装

成品被最终⽤⼾使⽤

• ⽇常使⽤下的磨损
• 洗涤和⼲燥

产品最终使⽤阶段

• 垃圾（焚化 / 垃圾填
埋）

• 再利⽤
•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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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

对于纤维碎⽚的存在和纤维碎⽚中被⽔体环境吸收的化学添加剂（例如

抗氧化剂，染料或阻燃剂），以及转移的化合物（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POPs）和⾦属等对环境，海洋⽣物以及⼈类健康带来的潜在影响，

令⼈们担忧和关注。[12] 

然⽽该领域的研究数据⾮常有限。尽管⼀些研究确实表明微塑料纤维可

能对海洋动物和⼈类健康带来不良影响，欧盟执⾏委员会（SAPEA）

从科学的⻆度分柝了微塑料在⾃然和社会的影响后得出结论：“除了⼩

范围以外，现有的最佳证据表明微塑料和纳⽶塑料不会对⼈类或环境造

成⼴泛⻛险。但是⽬前证据有限，如果污染以当前的速度持续下去的话

情况可能会改变。” [13]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前没有⾜够的数据对于微塑料纤维毒性得出任何

有意义的结论。我们迫切地需要对微塑料纤维对代表环境基质和⻝物营

养链的各物种的环境毒理性作深⼊研究。此外，评估也应包括调查微塑

料纤维相关的化学添加剂，因为有研究颢⽰从塑料浸出的物质可对环境

带来⼴泛的影响。[14]

C R O S S  I N D U S T R Y  A G R E E M E N T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団体也希望寻求联合研究项⽬以收集⼤量必要的

数据来进⼀步了解有关现象。对于纤维碎⽚化的了解有助于寻找解决⽅案，

從⽽在纺织品⽣命周期中控制纤维碎⽚化的问题。

l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将继续与CEN合作并推动在2021年最新的研究

中使⽤CEN官⽅标准中的统⼀测试⽅法。

l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从2018年建⽴以来已经持续地以公开、透明和

包容的态度与各⽅合作以解决洗涤过程中合成纺织品释放的微塑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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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

3

致谢

Cross Industry Agreement欢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
动，但建议透过进⼀步的研究⼯作以⽣成更多的基本

数据来定义合适的解决⽅案。

最终研究将在整合各个独⽴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供减少

纤维碎⽚释放的有效建议。

制定最终的统⼀测试⽅法有助Cross Industry
Agreement实现另外两个⽬标：分享信息和知识，共同
确定填补知识空⽩的优先顺序，确⽴中⻓期措施；⽀持和

参与解决纤维断裂问题可⾏⽅案的各种⼯业研究活动。

以下提及的研究组织和各利益⽅通过参加Cross Industry Agreement联合⾏动，参与开发了统⼀的测试⽅法，并与⾏业分享了
微塑料问题解决⽅案的相关知识。

1

4

2

www.euratex.eu/cia
 

aise.main@aise.eu
info@euratex.eu

info@europeanoutdoorgroup.com
info@fesi-sport.org

secretariat@cirfs.org

OECD 2020 ⼯作报告中指出，“要缓解微塑料污
染，需要政策⾏动的⽀持来开发和实施最佳做法和

技术解决⽅案”。

联系

C R O S S  I N D U S T R Y  A G R E E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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