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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浸泡时间与清洁度关系的探究 

 
作者姓名：张博 管峥 
年级：    高一 
学校：    北京汇文中学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关注洗衣时节能、节水方面的问题，我重点研究了洗

衣时衣物浸泡时间与清洁度的关系。以“小鸭”双缸洗衣机为例，在实验中我运用了美国德

州仪器公司的产品 TI-92 Plus 图形计算器和 pH 值探头，对不同的衣物面料和面料上的不同

污渍做了大量的实验，然后进行数据分析，画出不同情况下的函数图像，最终得出最优化的

洗衣浸泡时间。并利用实际调查的数据和大量的书籍进行验证，基本上符合实际。并且得到

某些企事业单位的赞同，我的结论并运用于实践之中，由此证明我的结论还是较为合理的。 

    在实践中我具体考虑了两方面的内容，即：不同衣物的面料和面料上的不同污渍分别对

洗衣浸泡时间和清洁度的影响情况。本论文思路较为简单，易于理解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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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浸泡时间与清洁度关系的探究 

 
一．论文提要   本文基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关注洗衣时节能、节水方面的问题，我重点研
究了洗衣时衣物浸泡时间与清洁度的关系。以“小鸭”双缸洗衣机为例，在实验中我运用了美
国德州仪器公司的产品 TI-92 Plus 图形计算器和 pH 值探头，对不同的衣物面料和面料上的
不同污渍做了大量的实验，然后进行数据分析，画出不同情况下的函数图像，最终得出最优
化的洗衣浸泡时间。并利用实际调查的数据和大量的书籍进行验证，基本上符合实际。并且
得到某些企事业单位的赞同，我的结论并运用于实践之中，由此证明我的结论还是较为合理
的。 

    在实践中我具体考虑了两方面的内容，即：不同衣物的面料和面料上的不同污渍分
别对洗衣浸泡时间和清洁度的影响情况。本论文思路较为简单，易于理解和推广。 

 

二．问题的重述 

    用洗衣机洗衣服是每家每户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一件事。如果我在洗衣时注意到

节能、节水问题，在洗衣时能寻找到一种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方法。那么不仅节约了

宝贵的能源还对保护日益紧张的水资源和维护城市的环境具有无可非议的积极意义。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洗衣浸泡时间与清洁度关系”这个问题的探究产生了浓厚的

研究兴趣。 

洗衣浸泡时间的长短，为什么能够节水、节能呢？假设衣物在水中浸泡为最佳时

间，这样不仅可以在正式洗衣时用相对少量的水、洗衣粉和电能，洗净等量的衣物，

还可以对洗衣机的噪音与振动起到削弱作用，使其寿命得到延长。 所以起到了即节

能又节水的效果。 

    问题的提出：洗衣浸泡时间的最佳取值。 

在每次加等量水的情况下，把粘有同种污渍且质量相等的衣物洗净，是浸泡时间

长的清洁度高？是浸泡时间短的清洁度高？还是浸泡在某一段时间，衣物的清洁度

高？通过实验，我希望得到一个最优化的浸泡时间，使其达到节能、节水的目的。 

     

三．问题的假设 

（一）洗衣机的种类：波轮式。 

    据我调查，现在北京的家用洗衣机中波轮式占主导地位。它主要是以洗衣机内桶与

底部波轮的反向旋转激发水流高速运动，从而带动衣物与桶壁，波轮进行摩擦洗涤衣物。

其特点就是洗的干净，可以任意选择洗涤时间。因为各个品牌的半自动波轮式双缸洗衣

机的性能基本相同，所以，我选择了以全国著名品牌“小鸭”洗衣机作为洗衣时的实验

工具。 

（二）洗衣粉品牌的选择。 

    我作了一份调查问卷，内容见附（一）。将其复印成 500 份问卷发放给老师、亲属、
及邻居，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洗衣粉的洗涤效果比较满意的是：“ 碧浪” 、“ 奥妙” 、
“ 新一代活力 28” 、“ 雕牌” 等品牌的洗衣粉。 

    通过对纯棉、涤棉、纯毛这三种不同织物的洗涤效果的调查，大家认为所有品牌的
洗衣粉对涤棉材料的洗涤效果最好，纯棉次之，纯毛最差。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对含磷
洗涤用品比较感兴趣，其原因是: 价格低廉，泡沫丰富，去污力强，用水量少。但是，
部分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磷是水质污染的一大“ 祸首” 。我建议大家加强对无磷洗涤用
品的认识，从一点一滴做起，让我的家园多一点清澈和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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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通过我的问卷了解现代人对不同洗衣粉的信赖程度，所以决定选择使用

消费者最常用的洗衣粉，如图所示：   

所以我决定在实验中使用“碧浪”洗衣粉。 

洗衣粉品牌的调查问卷（1） 

 

（三）洗衣时间的长短： 

  我选择洗涤一般面料所用的时间：10 分钟 

（四）洗衣机的不同转速： 

  我决定洗衣时选取标准转速。 

（五）洗衣机洗涤衣物所用的水量： 

      洗衣机上标明的是额定容量，实际最优化的洗涤容量大约是额定容量的 60%。如果所

洗衣时水量超过最佳洗涤容量，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六）洗衣粉的用量： 

  按照洗衣粉包装上的指示：一汤勺，用天平测量约为 8.15g 

（七）洗衣机在洗衣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故障。如漏水、外溢、蒸发等造成的水量

减少。 

（八）洗衣时自来水的 pH 值，假设不变。 

（九）洗衣时水温一定，当时实验时的水温恒定为 14 摄氏度。 

   （十） 水的硬度不变 

 

    四．问题分析 

       洗衣粉的去污过程：整个洗涤过程是在介质（自来水）中进行的。粘着的污垢的物

品（载体），投入溶有洗衣粉的介质中，被洗涤的物品首先被润湿，进而某些污垢被溶

解，洗衣粉松脱污垢与被污物之间的引力；将污垢破坏成微小粒子；某些污垢借助机

械搅拌或搓洗，被乳化或分散在介质中。污垢被卷离到水中，此时固体微粒借助洗衣

粉活性物的分散作用，油脂污垢借助其乳化、增溶作用，就不再沉积于被污物表面。

因此，洗衣粉的去污作用实际上是润湿、乳化、分散、增溶等几个过程基本效用的综

合表现。所以在洗涤过程中要防止已分散在介质中的污垢重新沉积在物品的表面。 

      在洗涤过程中，润湿性、渗透性、乳化性、分散性、增溶性和发泡性等表面活性

剂的所有功能均有所涉及。也可以说洗衣粉性能是表面活性剂性能的综合表现。 

通过以上洗衣粉的去污过程我可以解决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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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洗衣过程中，把脏衣服同洗衣粉一同放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有人就认为浸泡的

越久，衣服上的污渍就越容易被洗掉，有人甚至一泡就是几个小时。但从洗衣粉的去

污过程来看，其实不然，浸泡时间过长，却有可能使污垢渗入衣物的纤维中，洗起来

反而更费时费力，且不易洗净。时间再长的话就会让已经充分溶解的污渍再进入衣物

纤维内给洗净带来难度。而浸泡时间短了，洗衣粉又不能充分溶解，也就不能充分渗

入到衣物内层，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研究的课题，是衣物在洗涤浸泡时的最佳

时间。 

可是洗涤过程的体系是多相分散体系，涉及溶液、污垢、载体之间的多种界面，

而且温度、搅拌等因素对洗涤效果也有影响，因此洗涤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我仅能对污垢在浸泡时间的基本原理加以研究。通过以上的去污原理，我产生了以

下的的两个疑问： 

（一）布料污渍的多少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不能用简单的仪器就能测出，那么怎么

样才能使同样大小的布料所含有的污渍量完全相同了呢？ 

（二）在洗涤过程中，衣物中的各类污垢，并不是全部被脱离掉，这主要是洗衣粉的

去污能力所限。这样该因素造成了我无法克服的现象。而对于漂洗过程来说，清洁度

用什么来衡量呢？ 

以上是我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问题（一）的解决：为了克服在实验中同样大小的布料所含有的污渍量不同的现象，

我把同一块大布裁成质量相等的几块，保证布料是完全相同的;我又把布料全部浸泡在

污垢的水溶液中，这样可以让布料达到全部饱和，问题也就解决了。 

问题（二）的解决：因为衣物的清洁度必须要用十分专业的精密仪器测量，用视觉观

察很不准确。所以我根据它的洗涤过程分析出了一种方法，就是把洗涤的面料分为涤

棉、纯棉、丝三种，把污渍的分类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污渍分为两大类： 

1.酸性污垢：如：可口可乐渍、茶渍等。 

2. 碱性污垢：如：鸡血渍、鱼血渍等。 

对于第 1 类污渍： 

即酸性污渍:我用其中的可口可乐作实验。因为洗衣粉是碱性物质，可口可乐为

酸性物质，如果浸泡一段时间，很有可能衣物上的某些可口可乐污垢被溶解，污垢

破坏成微小粒子，一部分污渍被分解到水中，那么酸性污垢与碱性洗衣粉中和。因

为洗衣粉的用量要远大于被分解的可口可乐粒子。也就是说，浸泡后水的 pH 值越小，

就说明这段浸泡时间越佳。在洗衣机洗衣服时，我只洗涤一次，那么这样排水的 pH

值越大说明在该段时间内浸泡时间为最佳。 

对于第 2 类污渍： 

同样的方法，因为血渍为碱性物质，浸泡一段时间，衣物上的某些血污垢被溶

解，污垢破坏成微小粒子，一部分污渍被分解到水中，那么碱性污垢与碱性洗衣粉

相溶。浸泡后水的 pH 值与血的 pH 值相差越近，就说明这段浸泡时间越佳。在洗衣

机洗衣服时，我只洗涤一次，那么这样排水的 pH 值与血的 pH 相差越远,也就说明在

该段时间内浸泡时间为最佳。 

通过这种方法，我就能很容易的测量出衣物浸泡的最佳时间。因为使用的美国德

州仪器公司的 TI 图形计算器和它的 pH 值探头，可以准确的测出三位有效数字。比日

常运用的 pH 试纸要精确的多，这样我就完全可以作以上的试验。 

    

五．记录实验  

研究环境：“ 小鸭” 双缸洗衣机一台，TI—92 Plus 图形计算器及 CBL，pH 值探
头等，计算机一台。500g 针丝布料 5 块，500g 纯棉布料 5 块，500g 涤棉布料 5 块。
1.5 升可口可乐一瓶，1.5 升鸡血，1.5 升茶水，500g“ 碧浪” 洗衣粉一袋。 

    实验步骤： 

（一）先在实验的前一天，把污垢准备好（可口可乐、鸡血、茶），然后将不同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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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全部浸泡在污垢中直至达到饱和，再将它们晾干。并测出污垢的 pH 值。 

（二）在第二天作实验时，用图形计算器和 pH 值探头测量自来水的 pH 值，用量程
为 0 摄氏度—100 摄氏度的温度计测量自来水温度。 

（三）把洗衣机的容量的 60%用刻度尺测量，并在该处粘贴一标记。 

（四）在另外的一个盆中放入水（只要刚刚淹没布料即可），再放入少量的“ 碧浪” 洗
衣粉，把含有同质量污垢的布料按照 0 分钟，5 分钟，10 分钟，25 分钟，45 分钟五
种时间段浸泡。 

（五）再用 pH 值探头测出布料浸泡后的液体的 pH 值。 

（六） 用自来水注到洗衣机的刻度线处。把洗衣机的洗涤时间调为 10 分钟，调节
洗衣机波轮转速为标准转速。洗涤结束后，测量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七）把得出的数值进行数据统计。 

 

六．数据的统计 

实验前，测量自来水温度为 14 摄氏度。自来水的 pH 值为 6.77；血渍的 pH 值为
7.53； 可口可乐的 pH 为 3.11； 茶渍的 pH 为 5.36。 

 

 

下图是含有血渍的涤棉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2)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5 分 8.980 

15 分 9.151 

25 分 9.078 

45 分 8.19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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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含有血渍的纯棉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3)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5 分 8.921 

15 分 9.112 

25 分 9.030 

45 分 8.04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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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含有血渍的丝织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4)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5 分 8.869 

15 分 9.034 

25 分 8.964 

45 分 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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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下图是含有茶渍的涤棉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 (5)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5 分 8.797 

15 分 8.955 

25 分 8.888 

45 分 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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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下图是含有茶渍的纯棉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6)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5 分 8.718 

15 分 8.877 

25 分 8.810 

45 分 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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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算出函数解析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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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函数的坐标我可以用实验数据来作

以由于上图有最高点，所

设此图形的解析式为

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运用二次函数的上图类似为二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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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下图是含有茶渍的丝织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7)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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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 7.977 

 

 

 
 

图(7)  

 

 

下图是含有可口可乐渍的涤棉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8)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5 分 8.585 

15 分 8.759 

25 分 8.693 

分钟时为最佳得知在浸泡为所以由以上的分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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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函数的坐标我可以用实验数据来作

以由于上图有最高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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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运用二次函数的上图类似为二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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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 7.776 

 

 

 

 
图(8) 

 

 

下图是含有可口可乐渍的纯棉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 (9)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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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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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函数的坐标我可以用实验数据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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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 7.762 

 

 

 

 
图 (9) 

 

 

 

 

下图是含有可口可乐渍的丝织布料，在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函数曲线图(10) 

 

时间 洗衣机排水后的 pH 值 

5 分 8.534 

15 分 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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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运用二次函数的上图类似为二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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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 8.638 

45 分 7.661 

 

 

 
 

图(10) 

 

 

七.论文论证 

通过以上实验，我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衣物浸泡 17 分
钟左右后，再洗涤，所得衣物的清洁度为最佳。为了验证实验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我分为了
两步。 

(一)从实践出发：把这个结论告诉给同学家长、邻居，请他们帮忙，即：洗衣时只洗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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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此图形的解析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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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我所研究的结论而洗出的衣服，同没有合理浸泡时间的洗涤物进行对比，衣物的清洁程
度有无明显的差异，结果通过验证他们普遍认同我的观点。并提出我的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全
自动洗衣机。此外，我还向一家四星级东方花园饭店的洗衣部进行访问、协商，目的是让他
们使用这一优化方案，从而进一步验证结论。由于我态度恳切，最终对方决定以先“试用”

的态度答应下来。现在，他们已经采用我的洗衣浸泡时间，并反应较以往衣物的清洁效果有
明显变化。并向我写出了感谢信。见附（二） 

(二)从理论出发：我在网上查到，TCL 公司刚刚研制出一种新型洗衣机，将立即投放市场。

其中运用了合理浸泡时间这项技术，并且他们所得到的结论也是洗衣最佳浸泡时间为 17 分

钟。 依此鉴之，我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八．论文推广： 

基于以前大家对洗衣浸泡时间与清洁度的关系不太注意，或有错误理解这方面的考虑，
我决定，要将论文推广，把我的方法运用到洗衣机中。 

（一）加大宣传。首先在班里讲演，然后将简单使用方法告诉学校，刊载于校刊上，或印于
纸上，作为传单，发送到社会各处。 

（二）付之行动。向多个洗衣店介绍我的研究成果。 

结果，已有许多家长一改往日对衣物浸泡时的错误理解，采用 17 分钟左右为浸泡时间。
而且，不少洗衣店也开始采纳我的意见，使论文的应用得到推广，传播。 

 

九.论文改进 

由前面叙述的洗涤原理可知，洗衣粉中主要含有的表面活性剂在界面上的定向吸附以及
表面（界面）张力的降低是液体或固体污垢去除的主要因素。但洗涤过程较为复杂，即使同
一类洗衣粉的洗涤效果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洗涤剂的浓度，温度，污
垢的性质,纤维的种类,织物的组织结构等。现将其中一些主要因素阐述如下。 

（一）  表面活性剂的浓度溶液中表面活性剂的胶束在洗涤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浓度
达到临界的胶束浓度（C.M.C）时，洗涤效果急剧增加。因此溶液中洗涤剂的浓度应高于 C.M.C

值，才有良好的洗涤效果.但是当表面活性剂的浓度超过 C.M.C 值以后，洗涤效果的递增就
不显著了，许多的增加表面活性剂的浓度是没有必要的。 

在借增溶作用去除污垢时，即使浓度在 C.M.C 值以上，增溶作用仍随表面活性剂浓度的
提高而增加。这时就宜在局部集中使用洗涤剂，例如在衣服的袖口和衣领处污垢较多，洗涤
时可先涂抹一层洗涤剂，以提高表面活性剂对油垢的增溶效果。 

（二）温度 温度对去污作用有很重要的影响。总的来说，提高温度有利于污垢的去除，但
有时温度过高也会引起不利因素。温度提高有利于污垢的扩散，固体油垢在温度高于其熔点
时易被乳化，纤维也因温度提高而增加膨化程度，这些因素都有利污垢的去除。但是对于紧
密之物，纤维膨化后纤维之间的微隙减小了，这对污垢的去除是不利的。温度变化还影响到
表面活性剂的溶解度，C.M.C 值，胶束量大小等，从而影响洗涤效果。长碳链的表面活性剂
温度低时溶解度较小，有时溶解度甚至低于 C.M.C 值，此时就应适当提高洗涤温度。温度对
于 C.M.C 值及胶束量大小的影响，离子型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是不同的。对离子型表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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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剂，温度升高一般能使 C.M.C 值上升而胶束量减小，这就意味着在洗涤剂溶液中要提高表
面活性剂的浓度。对于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温度升高将导致其 C.M.C 值减小，而胶束量显
著增加，可见是当温度有助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发挥其表面活性作用，但温度不宜超过其浊
点 

总之，最适宜的洗涤温度与洗涤剂的配方及被洗涤的对象有关。有些洗涤剂在室温下就
有良好的洗涤效果，而有些洗涤剂冷洗和热洗得去污效果就差得很多。 

（三）水的硬度 水中钙离子，镁离子等金属离子的浓度对洗涤效果的影响很大，特别是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遇到钙离子，镁离子形成的钙，镁盐溶解性均较差，会 降低他的去污能力。
在硬水中即使表面活性剂的浓度较高，其去污效果仍比在蒸馏水中差得很多，要是表面活性
剂发挥最佳洗涤效果，水中钙离子浓度要降到 1× 610−

mol/L 以下。这就需要在洗涤剂中加
入各种软水剂 

 

十.反思： 

我开始研究《洗衣浸泡时间与清洁度关系的探究》这一论文，颇有心得，欣然命笔记下，
以用大家互相探究。 

先说选材。我呆在书的海洋里整整一天（首都图书馆），孜孜不倦，不惜踏破铁鞋式的
寻找：蹲在书架旁，虽不是夏天，却觉得热。我的鬓角蒙上了一层细汗丝儿，两腮像抹了粉
一样的红；一边抹汗，一边用手冰了一下自己的脸；煞时，一阵清风吹来，凉的管理员哆嗦
一下；我却一笑。时近午时，仍一无所获，面对这种结果，我心里凉了半截；一屁股坐在椅
子上，怔怔地看着书架┅ ┅ 经过多重坎坷，最终，研究对象定格儿在现在的题目上，我欢喜
异常 。 

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好的一段磨练意志的经历呀！在没有父母保护伞下的一片天地，闯
荡┅ ┅ 简直回味无穷。 

但是其中我也跑了不少的冤枉路，如：我忘带图书阅览证，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其实可
以避免，只要之前作好充分准备，多想一会儿，就行了。但话又说回来，有些麻烦是无法预
料，无法躲开的，上天要劳其筋骨嘛！ 

开始研究时的首要心理困惑就是“ 论文” 与“ 课堂学习” 之间的关系。“ 课堂学习” 成
绩坚决不可落下，于是我上课便力争把知识全都掌握，而在课下苦心研究论文，结果不但学
习没有耽误而且论文也有新的突破，真是两全其美啊！  

放学后，我在校探究到深夜，由于研究时过于专心，结果忘记取车，发生了“ 丢车” 一
案。还有好几次回家时都已经超过了电梯的运行时间，我只好爬上１6 层，累的我是筋疲力
尽，但是家长听到我的脚步声，把门打开，将饭菜都为我准备好了，这是我的心中暖洋洋的，
一点也不觉的累。 

此外，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产品 TI-92 Plus 图形计算器和其 pH 值探头对论文的帮助也
很大。第一，它使我的工作简单化，免去了很多无用功。第二，它把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字，
把生活与数学有机的结合起来。第三，它可以处理一些我现有知识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第四，
由它们处理过的数据，准确，可信，有说服力。 

此时，老师予以我很大帮助。比如：测量液体 pH 值时，开始我只重视洗涤后排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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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实浸泡后的液体 pH 也很有价值，李涛老师提出了这一点。在书写论文时，白玉荣老
师建议，把每个得出的函数图象加以分析，并要与数学紧密相连；使论文的内容得以丰富。
在用到烧杯，温度计等测量仪器时，颜辉老师也给予了支持。当然，还有很多老师为我做出
了贡献，这里不便一一举例。在前进道路上，助我走过难关、跨过障碍的老师，我要感谢，
更要尊敬，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总之，从“ 选题——论题——得出结论” 这一过程，是快乐的，是充满汗水的，不是一
字一句所能说清的。让它作为学习路上的一个标志，记住每一个教训和成功时的喜悦；让它
作为一个回首往事时的谈点，一旦聊起便开怀大笑。 

 

十一。参考文献  

作者： 王福赓， 郑林，《日化产品学》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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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洗衣粉的调查问卷 

年龄：       职业：       性别： 

（谢谢填写者对我的支持，谢谢！！） 

   1.您家一般多长时间用完一袋约 500g 的洗衣粉？ 

  A.一周  B.两周  C.一月  D.一季度  E.一年    F.其它 

2.您家经常使用什么品牌的洗衣粉？ 

  A.白猫洗衣粉   B.奥妙洗衣粉    C.雕牌洗衣粉    

  D.碧浪洗衣粉   E.宝莹洗衣粉    F.熊猫洗衣粉    

  G.汰渍洗衣粉   H.新一代活力 28  I.天津加酶      

  J.威白洗衣粉   K.其它 

3.您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您所使用的洗衣粉？ 

  A.通过电视广告       B.经常使用对洗衣粉产生信赖度       

  C.听邻居、亲属所言   D.价格低廉       

  E.去污效果好         F .其它 

4.您从纯棉、涤棉、纯毛这３种不同织物洗涤效果看，哪一种   

  效果最好？ 

  A.纯棉      B.涤棉      C.纯毛      D.差不多 

5.您认为那种洗衣粉的去除污渍的效果最好？ 

  A.白猫洗衣粉   B.奥妙洗衣粉    C.雕牌洗衣粉    

  D.碧浪洗衣粉   E.宝莹洗衣粉    F.熊猫洗衣粉    

  G.汰渍洗衣粉   H.新一代活力 28  I.天津加酶      

     J.威白洗衣粉   K.其它 

6.您使用的洗衣粉是无磷的吗？ 

  A.大部分是  B.少部分是   C.不是    D.没注意  

7.您是否常常使用肥皂洗衣物？ 

  A .经常     B. 有时      C. 很少   D. 没有这样的习惯 

8.您知道下列织品中哪些是不利于环境的?（多选） 

  Ａ.棉       Ｂ.麻       Ｃ.尼龙    Ｄ.特殊漂染的织物                    

  E.丝        Ｆ．各种化学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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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感谢信 

   本饭店洗衣厂按照汇文中学张博同学“关于洗衣浸泡时间与清洁度关系”的实验结果，

饭店洗衣厂对涤棉床单、纯棉浴衣、纯棉台布、涤纶椅套及客衣几部分可以进行了洗涤，洗

涤结果如下： 

一、 节约了洗衣机和自来水的用量，节省洗涤时间，去污效果良好。 

二、 洗涤物柔软、艳丽、整洁。 

三、 提高了洗衣厂的工作效率。 

四、 我已将此结果在锦江集团北方公司所属饭店进行推广。 

 

 

 

此致 

 

 

 

 

东方花园饭店 

二 00 三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