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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水解淀粉与乙二醛复配整理剂对棉织物进行抗皱整理 通过正交试验 讨论水解淀粉 !乙二醛和催化

剂用量 !焙烘温度和焙烘时间等因素对整理后棉织物折皱回复角提高率和断裂强力保持率的影响 ∀得出最优整理

工艺参数 淀粉质量浓度 Π!乙二醛质量浓度 Π!催化剂质量浓度 Π!焙烘温度 ε !焙烘时间 ∀在

此最优工艺条件下 整理后棉织物的折皱回复角提高率为   ∗   断裂强力保持率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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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大多数抗皱整理剂为甲醛的化合物 

此类抗皱整理剂在整理加工及穿着过程中会释放出

对生态环境和人体有害的甲醛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

的增强 各国对纺织品甲醛释放量的限制也越来越

严格 因此开发低甲醛 !超低甲醛 !无甲醛抗皱整理

剂已成为抗皱免烫整理研究的热点≈ ∀

对棉织物进行无甲醛抗皱整理的研究报道很

多≈  
其中有二醛类 包括乙二醛和戊二醛 与 ⁄

树脂比较 乙二醛抗皱整理效果较好 而且织物强力

降低较少 ∀多元羧酸类抗皱整理剂对棉织物和真丝

织物都有较好的抗皱效果 但是成本高 织物强力损

失较大≈  ∀壳聚糖抗折皱效果较差 手感较硬 易

泛黄 但织物强力损失较少≈  ∀还有采用环氧树脂

类 !水溶性聚氨酯及液氨整理剂等≈ ∀

由于单纯的抗皱整理剂都各有优缺点 而复配

整理剂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增加与织物的交联程度 

所以本文采用水解淀粉与乙二醛溶液复配整理剂对

棉织物进行抗皱整理 ∀

1  试  验

111  材  料
经退浆 !煮练 !漂白的平纹棉织物 经纬纱线密

度为¬ ≅ ¬经纬纱密度为根Π  ≅



根数Π 质量分数为   的乙二醛溶液 !

≤#  !质量分数为 1 的盐酸以上试剂

均为化学纯 玉米淀粉 柔软剂 ƒ≤和渗透剂 ∂≥ ∀

112  仪  器

⁄2电子天平 × 链条天平 轧液机 

≠织物强力仪 恒温水浴锅 ≠ 型恒温烘

箱 ≠型恒温烘箱 织物折皱弹性测试仪 ∀

113  方  法

113 .1  抗皱整理液的配制

对于每个试验方案 都配制 抗皱整理液 

用天平称取一定量的淀粉 放入烧怀中 加入适量

水 将淀粉调制成浆状后 淀粉与 Π盐酸按Β

的配比 经过计算 加入适量盐酸 然后用玻璃棒搅

伴均匀 将其放置于恒温水浴锅中 在 ε 恒温下

水解 得到水解淀粉≈
然后加入适量催化

剂 再加入适量乙二醛和少量柔软剂 最后加水至

 用玻璃棒搅伴均匀 即得水解淀粉和乙二醛

复配抗皱整理液 ∀

113 .2  正交试验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淀粉用量 !乙二醛用量 !催化

剂用量 !焙烘温度和焙烘时间对整理后棉织物折皱

回复角与强力保持率的影响 为此 设计了正交试验



 ∀表 是正交试验设计因素和水平 ∀

表 1  正交试验设计因素和水平

Ταβ .1  Φαχτορσ ανδ λεϖελσ οφ τηε ορτηογοναλ εξπεριµεντ

水

平

淀粉质量

浓度Π#

乙二醛质量

浓度Π#

催化剂质量

浓度Π#

焙烘温

度Πε

焙烘时

间Π

     

     

     

     

1 .3 .3  试验步骤

抗皱整理液配制好以后 将事先裁剪好的棉布

样浸入到整理液中 采用二浸二轧 轧余率为

   轧液后 将各布样放入烘箱中预烘 ε 

  再在一定的温度下焙烘一定的时间 然后用

热水在家用洗衣机中清洗 次 每次 确保完

全洗去布样表面残留的整理液 洗好后 再放入烘箱

中烘干 最后将布样置于标准大气环境中平衡 

然后进行干折皱回复角和织物断裂强力的测定 ∀

2  结果与讨论

211  抗皱机制
采用含有 个或 个以上官能团的多官能团化

合物作为交联剂 与棉纤维中相邻分子链上的羟基

发生反应形成桥状共价结合 从而使棉纺织品具有

不易产生折皱或产生折皱易回复原状的功能 并且

在使用过程中能保持平挺外观 ∀

当棉织物用含乙二醛 !淀粉或水解淀粉溶液处

理时 在加入催化剂的条件下加热 作为多元醇的纤

维素和淀粉与作为二元醛的乙二醛发生醇醛缩合反

应 产生多种类型的加成化合物 结构式如下所示 ∀

其中除了双 半缩醛型化合物属于副反应以外 其它

个反应都能起到共价交联作用 从而提高棉织物

的抗皱性能 ∀结构式中 ≥) 代表水解淀粉 !≤)

代表纤维素 ∀

≤  ≤




 
 
 

半缩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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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半缩醛型化合物

≥

≤  ≤



≤


 
 
 

单乙缩醛型化合物

≥

  ≤



 ≥≤

≤


 

二乙缩醛型化合物

≤  ≥

212  测试方法与结果

参照相关的织物测试国家标准 采用垂直法测

定织物整理前后的干态折皱回复角 每个试样经向

和纬向各测 次取平均值 再把经向和纬向的平均

值之和作为折皱回复角的最终测试结果 而织物的

折皱回复角又分为急弹性折皱回复角和缓弹性折皱

回复角 ∀在强力试验机上测定整理前后试样的断裂

强力 每个试验对经向和纬向分别测试 个试样取

平均值 ∀测试结果见表  ∀

213  极差分析法

用极差分析法 得出 个因素对急弹折皱回复

角 !缓弹折皱回复角 !经向断裂强力 !纬向断裂强力

影响程度的大小 结果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乙二醛用量和催化剂用量对

织物折皱回复角影响最大 其余几个因素影响较小 

淀粉用量和焙烘时间对经向断裂强力影响较大 乙

二醛用量和焙烘温度对纬向断裂强力影响较大 而

催化剂用量对强力影响最小 这些结论为下一步分

析得出最优工艺参数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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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测试结果

Ταβ .2  Εξπεριµεντ ρεσυλτσ

试验

序号

折皱回复角Πβ 断裂强力Π

急弹 缓弹 经向 纬向

        

        

        

        

        

        

        

        

        

        

        

        

        

        

        

        

原布        

表 3  各因素对测试结果影响程度

Ταβ .3  Ιµ παχτ οφ φαχτορσ ον τηε τεστινγ ρεσυλτσ

测试项目 各因素影响强弱顺序

急弹折皱回复角
乙二醛用量 催化剂用量  焙烘时间 

淀粉用量 焙烘温度

缓弹折皱回复角
乙二醛用量 催化剂用量  焙烘温度 

淀粉用量 焙烘时间

经向断裂强力
淀粉用量 焙烘时间 焙烘温度  乙二

醛用量 催化剂用量

纬向断裂强力
乙二醛用量 焙烘温度  淀粉用量  焙

烘时间 催化剂用量

214  最优工艺参数选择
分别用式和计算折皱回复角提高率和断

裂强力保持率 

折皱回复角提高率  整理后折皱回复角 整

理前折皱回复角Π整理前折皱回复角 ≅   

断裂强力保持率 整理后试样的断裂强力Π整

理前试样的断裂强力 ≅   

个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影响见图  ∀

注 ) σ ) 急弹折皱回复角提高率 ) υ ) 缓弹折皱回复角提高率 ) ω ) 经向断裂强力保持率 ) υ ) 纬向断裂强力保持率 ∀

图   个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ƒ  ∏ ¬  ∏  ¬∏

  综合表 和图 所示的定性和定量关系 得出

抗皱整理的最优工艺参数 淀粉质量浓度 Π!乙

二醛质量浓度 Π!催化剂质量浓度 Π!焙烘温

度 ε !焙烘时间 ∀

利用最优工艺参数 做 次重复性试验 结果表

明 整理后棉织物的急弹和缓弹折皱回复角提高率

都达到   ∗   织物经向和纬向断裂强力保持

率都在   ∗  之间 ∀

3  结束语

利用水解淀粉和乙二醛复配整理剂对棉织物进

行抗皱整理 能够提高棉织物的抗折皱性能 ∀为了

提高乙二醛 !淀粉与纤维素的交联程度 增加棉织物

抗折皱的耐久性 需要焙烘工艺 因此棉织物断裂强

力会有一定的损失 ∀如何能够在棉织物强力损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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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 进一步提高抗皱性能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和探讨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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