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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超声波技术应用到棉织物热水退浆 !碱退浆和淀粉酶退浆工艺中 测定了超声波条件下 种退浆工艺退

浆后织物的淀粉退浆率 !°∂ 退浆率 并与常规条件下 种退浆工艺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超声波对淀粉酶退浆工艺

促进作用较为明显 超声波条件下淀粉酶退浆工艺的最优条件 酶用量 Π温度 ε 处理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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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织物退浆方式有热水 !酸 !碱 !酶和氧化

剂退浆等 ∀传统的织物退浆工艺往往消耗大量蒸汽

和水 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因此如何提高退浆效

率和实现清洁化生产一直是染整技术人员研究的方

向 ∀超声波技术作为一种清洁生产技术在染整工业

中的应用已有报道≈ ∗ 
这些研究表明 超声波技术

的应用能大大提高处理效率 缩短工艺流程 减少能

源的消耗和污水的排放量 ∀由此可以推测 将超声

波技术应用到传统的织物退浆工艺中 必然能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 ∀

超声波技术在退浆工艺中的应用研究已有报

道≈ ∀由于超声波的空化作用受液体粘滞系数 !表

面张力 !蒸汽压力 !温度 !声波的频率和强度 !体系的

相结构以及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超声波对不同

退浆工艺的促进作用也有所不同 ∀本文将超声波技

术应用到棉织物的热水退浆 !碱退浆和淀粉酶退浆

工艺中 测定了不同退浆工艺中超声波对织物的淀

粉退浆率和 °∂ 退浆率的影响 分析了超声波在传

统退浆工艺中的适用性 ∀

1  实验部分

111  材料与仪器

  材料 1 ¬≅ 1 ¬棉坯布浆料成分 变

性淀粉 !°∂   润湿剂 ƒ≤  淀粉酶粉

状 硼酸 !盐酸 !碘 !碘化钾 !高氯酸 !酚酞 !醋酸 !碘

酸钾 !氢氧化钠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 ∀

仪器 ≥×2型超声波仪江苏张家港声达

超声电气有限公司 ≤2≤ 型六孔数显电热恒

温水浴锅 ≠电子分析天平 ∀



1 .2  方  法

112 .1  织物淀粉退浆率的测定

采用高氯酸法≈
分别测定坯布和退浆后坯布

上淀粉的含量 计算织物淀粉退浆率 ∀

织物淀粉退浆率 

坯布的淀粉含量 退浆后坯布的淀粉含量
坯布的淀粉含量

≅  

112 .2  织物 Πς Α退浆率的测定

采用 °∂ 22 比色法
≈

分别测定坯布和

退浆后坯布 °∂ 的含量 计算织物 °∂ 退浆率 ∀

织物 °∂ 退浆率 

坯布的 °∂ 含量 退浆后坯布的 °∂ 含量
坯布的 °∂ 含量

≅  

112 .3  热水退浆工艺

将坯布放入 ε 热水中处理一定时间后取出 

在 ε 左右的温水中洗涤 再用冷水把坯布表

面的残留物冲洗干净 烘干待测 ∀

112 .4  碱退浆工艺

工艺 处 方 氢 氧 化 钠  Π润 湿 剂 ƒ≤

 ∗ 滴Π温度 ε 浴比 Β ∀将坯布放入退浆

液中处理一定时间后取出 在 ε 左右的温水中洗

涤 再用冷水把坯布表面的残留物冲洗干净 

烘干待测 ∀

112 .5  淀粉酶退浆工艺

工艺处方 淀粉酶  Π氯化纳 Π润湿剂

ƒ≤  ∗ 滴Π温度 ε 浴比 Β ∀先将坯布放

入 ε 左右的热水中浸泡 左右 然后放入退浆

液中处理一定时间后取出 在 ε 左右的温水中洗

涤 再用冷水把坯布表面的残留物冲洗干净 

烘干待测 ∀

2  结果与讨论

211  超声波对不同退浆工艺的影响

211 .1  热水退浆工艺

分别测定常规热水退浆和在超声波条件下热水

退浆后织物的淀粉退浆率和 °∂ 退浆率 结果如表

所示 ∀

从表 看出 由于 °∂ 在热水中的溶解性能较

好 °∂ 在热水中的退浆效果也较好 而淀粉在热水

中的退浆率较低 这是由于淀粉退浆主要靠的是淀

粉的吸湿 !膨胀和脱落 热水对淀粉浆膜和胶结层的

作用只破坏其内部结构 使其形状发生变化 因此在

     表 1  超声波对热水退浆工艺的影响

退浆时

间Π

常规热水退浆 超声波辅助热水退浆

淀粉退浆

率Π
°∂ 退浆

率Π

淀粉退浆

率Π
°∂ 退浆

率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没有任何退浆剂以及一定的机械条件下要想得到高

的退浆率是困难的 ∀

比较超声波条件下和常规条件下淀粉退浆率和

°∂ 退浆率 可以看出超声波对淀粉和 °∂ 的去除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作用效果不明显 ∀

211 .2  碱退浆工艺

分别测定常规碱退浆工艺和在超声波辅助条件

下碱退浆工艺的淀粉退浆率和 °∂ 退浆率 结果见

表  ∀
表 2  超声波对碱退浆工艺的影响

退浆时

间Π

常规碱退浆 超声波辅助碱退浆

淀粉退浆

率Π
°∂ 退浆

率Π

淀粉退浆

率Π
°∂ 退浆

率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比较表 及表 可以看出 由于 °∂ 在碱性溶

液中的溶解性能高 因此其退浆率明显高于单纯热

水退浆 而淀粉在碱性溶液中易于溶胀 从凝胶状态

变为溶胶状态 从而明显提高了退浆率 ∀从超声波

对退浆效果的影响情况来看 超声波对淀粉和 °∂ 

的去除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中对淀粉去除的

促进作用较在热水中要明显一些 但作用效果不是

很突出 ∀

211 .3  淀粉酶退浆工艺

测定常规淀粉酶退浆工艺和在超声波条件下淀

粉酶退浆后织物的淀粉退浆率和 °∂ 退浆率 结果

如表 所示 ∀从表 可看出 采用淀粉酶退浆 淀粉

的去除速度较快 虽然退浆温度较低 但由于淀粉的

快速去除 °∂ 的退浆速度也较快 ∀很明显 在淀粉

酶退浆工艺中 超声波对淀粉和 °∂ 去除的促进作

用非常突出 所需的退浆时间减少了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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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超声波对淀粉酶退浆工艺的影响

退浆时

间Π

常规淀粉酶退浆 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

淀粉退浆

率Π
°∂ 退浆

率Π

淀粉退浆

率Π
°∂ 退浆

率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由此可以判明 超声波对淀粉酶退浆工艺的促

进作用较为明显 而对热水退浆和碱退浆工艺的促

进作用不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 对于大多数化学反

应来说 反应速度均随声强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 超

声波的强度受介质温度的影响极大 ∀研究表明 随

着液体温度的提高 声强的影响明显下降 在 ε

水中发生的空化效应最大≈ ∀热水退浆工艺和碱

退浆工艺都采用了较高的温度 超声波声强的影响

明显下降 因此对淀粉和 °∂ 的去除作用效果不明

显 而淀粉酶退浆工艺采用的温度为 ε 左右 此

时空化效应最大 因此对淀粉和 °∂ 的去除起到了

明显的加速作用 ∀

2 .2  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工艺条件

212 .1  温度对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的影响

选择不同的温度 ∗  ε  在超声波条件下

进行淀粉酶退浆 处理 后取出 洗净烘干 测

定其淀粉退浆率 得到温度与淀粉退浆率的关系曲

线 如图 所示 ∀

图 1  温度对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工艺的影响
 

由图 看出 温度较低时 由于淀粉酶的活性较

低 因此淀粉退浆率较低 随着温度的升高 淀粉酶

的活性逐渐提高 淀粉的退浆率也逐渐提高 ∀考虑

到酶本身属于蛋白质 温度过高会导致酶的失活 同

时超声波在 ε 时空化效应最佳 因此可以选择超

声波淀粉酶退浆工艺温度为 ε ∀

212 .2  时间对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的影响

在超声波条件下进行淀粉酶退浆 处理不同时

间后取出 洗净烘干 测定其淀粉退浆率 得到时间

与淀粉退浆率的关系曲线 如图 所示 ∀

图 2  时间对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工艺的影响
 

从图 可以看出 在超声波条件下淀粉的退浆

速度很快 在 以后淀粉退浆率趋于平稳 此时

再延长退浆时间已没有意义 因此选择超声波辅助

淀粉酶退浆工艺适宜的退浆时间为  ∗  ∀

212 .3  酶用量对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的影响

将坯布放入不同淀粉酶浓度的退浆液中 在超

声波条件下进行退浆 处理 后取出 洗净烘

干 测定其淀粉退浆率 得到淀粉酶用量与淀粉浆退

率的关系曲线 如图 所示 ∀

图 3  淀粉酶用量对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工艺的影响
 

很明显 随着淀粉酶用量的提高 淀粉退浆率逐

渐提高 但当淀粉酶用量达到 Π后 淀粉退浆率

不再提高 因此超声波辅助淀粉酶退浆工艺适宜的

淀粉酶用量为 Π∀

3  结  论

超声波对棉织物淀粉酶退浆工艺的促进作用较

为突出 而对热水退浆和碱退浆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因此超声波比较适宜用于淀粉酶退浆工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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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借鉴了宋代将玉佩挂在腰前的形象 这是将中国

传统元素作为细节运用在服装设计中的设计手法 ∀

另还采用了中国传统刺绣图案作为腰饰图案 在印

花图案中运用最多的是中国传统写实花卉图案 ∀

4  结束语

本文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元素 !欧洲品牌服装

以及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元素对欧洲品牌服装的渗透

进行了介绍和探讨 ∀重点对伊夫#圣洛朗 !皮尔#卡

丹 !⁄ !华伦天奴的几个系列进行了具体的风格分

析 从外廓型 !色彩图案 !细节三方面对其采用的中

国传统服饰文化元素进行了解析 ∀从这些分析可以

发现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元素并没有使这些欧洲品

牌服装落后于时代 反而更具时尚感 ∀中国古典美

学对现代的设计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设计界应该

吸纳自身传统文化 同时借鉴国外的服饰文化 设计

出属于自己的品牌服装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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