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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背景／目的 

近年来受消费者对安全和安心的关心高涨的影响，消费者针对衣服等纺织品也持续要求保持安全和

安心成为重要的课题。 
日本纤维产业联盟从确保日本国内流通的纺织品的安全性以及寻求与各国保持监管和协调的观点

出发，于２００８（平成２０）年９月成立了“纺织产业的环境和安全问题探讨会（２０１５年１月起

更名为环境和安全问题委员会）”，鉴于政府内部有针对特定芳香胺出台监管法律的动向，经过多番探

讨，在出台监管法律之前，在纺织行业整个供应链上提供更加安全和安心的纺织品为目的，于２００９

（平成２１）年１２月制定了自主标准。 
日本早就通过“有关对含有害物质的家庭用品实施监管的法律”禁止纺织品的最终产品混入有害物

质，此次２０１５（平成２７）年４月８日公布，２０１６（平成２８）年４月１日起施行后，部分偶

氮染料被追加为受监管物质。该法施行的同时，将原有的自主标准更名为指南（Guideline），然后继续

作为最优先解决的课题不遗余力地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此外，本指南规定了在日本纤维产业联盟的活动领域被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纺织品中，旨在尽量排除

有害物质的推荐标准。 
 

２．指南（Guideline） 
 

对象物质 通过规定的试验法生成２４种特定芳香胺物质的偶氮色素（染料、颜料） 
标准值 

及 
规则 

通过规定的试验法进行偶氮基的还原分解的结果，特定芳香胺各自从纺织品被检出超过

３０μｇ/ｇ（㎎/㎏）的偶氮色素（染料、颜料）的，应当禁止使用。 

证明法 通过规定的试验法进行分析 
（但，只要有染料厂家、染色企业等提交的不使用宣言书，就无需进行分析） 

分析法 厚生劳动省法（遵循２０１５年公布的省令） 
或者，JIS L 1940-1&3：2014、ISO 24362-1&3：2014、EN 14362-1&3：2012  
（构件的）皮革用则 ISO 17234-1: 2015、17234-2: 2011 之一均可（每次修订后修改分析

标准） 
＊关于特定芳香胺请参照附件１ 
 
● 虽然颜料不属于法律监管对象，但由于政令中揭示了偶氮化合物（含染料、颜料），因此作为纺织品

的安全和安心相关的自主性举措，继续当作本指南的对象。 
● 遵循含有害物质的家庭用品监管法，标准值的单位记载了㎍/ｇ，但与 mg/kg 相等。 

   （作为参考在附件 3 中汇总了生成２４种特定芳香胺物质的染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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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象产品 
 

日本标准商品分类所示的下列商品作为本指南的对象纺织品的适用范围。 
（  ）内为日本标准商品分类 

对象品种 对象产品 

衣服（78） 
（不含鞋类及随身物品。） 

外衣，中衣（781），下装（782），睡衣（783），和服（784）， 
袜子（785），二分趾袜（tabi）（786），帽子（787），非橡胶手套（788）， 
非鞋类及随身物品的其他衣服（789） 

随身物品（79） 手帕（791），领饰（792）， 
和服用随身物品（794）腰带夹（obi-dome），半领（han-eri），衬裙

（susoyoke），包布（furoshiki）等，其他随身物品（799） 
家庭用纺织品（82） 地毯（821），床上用品（822），桌布（825），毛巾，踏脚垫及相关

产品（827），其他家庭用纺织品（829） 

  ＊详情参照附件２ 
注：201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偶氮染料的监管中，鉴于除了纺织品以外皮革（含毛皮产品）产品

也被监管，因此需要留意的是被用于纺织品辅材的皮革（毛皮）也会成为监管对象。 
 
４．操作（详情参照附件４） 
 

在供应链的各阶段通过对象物质的不使用宣言书等确认适合标准，并且明确可追溯性，从而致力于

建立旨在提高安全性的基础。  
   此外，每件产品的法律责任由其产品的制造商或销售商承担。 

 
５．附则 
 
  本指南会适时进行修改，追加对象物质。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