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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纤维的生产方法

秦益民
嘉兴学院 生化材料研发中心 浙江 嘉兴  

摘  要  为了制备具有生物活性的功能性纤维 在溶剂法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的过程中 把海藻粉末与纺丝溶液

混合 所得到的海丝纤维中分布了细小的海藻颗粒 ∀介绍了利用溶剂法生产海丝纤维的基本原理 分析了海藻的

种类 !来源 !组成及生物活性 以及在海丝纤维活化过程中 纤维中海藻粉末吸附银离子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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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益民 )  男 博士 ∀主要从事功能性纤维的研究与开发 ∀ ∞2    ∀

  海丝≥纤维是由德国吉玛公司与其子公

司 ≤∞ 2≥共同研制开发的一种新型生物

活性纤维 其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和海藻≈ ∀这种纤

维结合了溶剂法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的强度和柔

性 以及海藻植物的生物活性 加工成服装后可以给

肌肤特别体贴的呵护 具有保健功能≈ ∀经过银离

子活化的海丝活性纤维具有银的抗菌性能 特别适

于生产贴身内衣 ∀本文就海丝纤维和海丝活性纤维

的生产过程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

1  溶剂法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的过程

  海丝纤维的生产采用了先进的溶剂法技术把纤

维素转化成再生纤维素纤维 ∀尽管以粘胶纤维为代

表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生产已经有 多年的历

史 传统的生产方法一般采用碱纤维素与二硫化碳

反应得到的纤维素磺原酸钠溶液作为纺丝溶液 进

入酸性介质后得到丝条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生产过

程使用了大量的酸 !碱和二硫化碳气体 环境污染严

重 ∀世纪 年代发展起来的溶剂法生产再生纤

维素纤维的工艺采用 2甲基吗啉22氧化物简称

 直接溶解纤维素 纺丝后得到纤维 ∀以

 为溶剂生产的纤维素纤维通常称为 

纤维 他有很好的强度 特别是湿强度高 稳定性好 

潮湿后几乎不缩水 具有很高的尺寸稳定性≈   ∀

2  海藻的来源和性能

海丝纤维的生物活性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加入纤

维结构中的海藻成分 ∀海藻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十分

广泛 目前已知的藻类生物有 多种≈ ∀海丝

纤维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海藻主要有 种 棕藻类的

∏ ∏ 和 红 藻 类 的 ∏

≤∏∀



海藻植物的细胞壁中含有许多种类的天然高分

子 如棕藻植物的细胞壁中含有海藻酸 红藻植物中

含有卡拉胶 ∀除了天然高分子 海藻植物也含有丰

富的矿物质和蛋白质≈ ∀

由于海藻类植物是完整的生物体 他们所包含

的成分多为与生命活动有关的化合物 如碳水化合

物 !氨基酸 !脂肪和维生素≈ ∀在化妆品行业 海藻

已经被用来改善皮肤血液的循环 !活化皮肤细胞

等≈ ∀海藻中的矿物质可以有效地促进皮肤的再

生 使皮肤保持新鲜 !结实 !光滑≈ ∀海藻中的一些

成分有一定的抗菌作用 可以用来治疗皮肤病≈ ∀

海藻中含有的胡萝卜素是合成维生素 的原料 对

皮肤的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

3  生产海丝纤维的共混纺丝过程

在海丝纤维的生产过程中 首先将木浆中的纤

维素溶解制成溶液 然后与海藻粉末混合后纺丝 ∀

其中纤维素为主要的原料 得到的纤维是一种以纤

维素为载体 以海藻粉末为活性成分的复合材料 ∀

图 显示了海丝纤维的生产流程图 ∀

图   海丝纤维的生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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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原料来源的不同 木浆可以

采用干 !湿或湿  酶法进行预处理 然后用  

溶解 ∀在加工过程中 海藻是以固体状态被混入纤

维的 ∀由于溶剂法生产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直径一

般为  ∗  Λ 加入纤维中的海藻粉末的直径应

该在 Λ以下 ∀在生产过程中 海藻粉末可以在木

浆溶解前或在溶解过程中与纤维素溶液混合 ∀海藻

粉末可直接加入纺丝液中 或以悬浮液的方式加入 ∀

生产过程中木浆中的纤维素被   溶解后

形成均匀的溶液 加入海藻粉末后经高速搅拌充分

混合 然后真空脱泡形成纺丝溶液 ∀当海藻粉末的

直径小于 Λ时 生产过程中的过滤 !喷丝等工序与

一般的 纤维的生产过程基本相同 ∀由于纺

丝溶液的黏度很高 海藻粉末可以均匀地分布在溶

液中 而不会下沉或聚集 ∀纺丝溶液在挤出喷丝孔

后先进入一个空气层 然后进入一个含  的水

浴 使纤维素凝固成丝条 经过进一步的牵伸 !水洗 !

干燥等工序形成纤维 ∀

4  海丝纤维的活化过程

海丝纤维生产中采用的海藻主要为棕藻和红

藻 ∀这 类海藻的植物结构中分别含有丰富的海藻

酸和卡拉胶 ∀由于海藻酸分子中含有羧酸基团 可

以与金属离子结合成盐 ∀卡拉胶的分子结构中含有

硫酸基 可以与钙 !镁 !钾 !钠 !铵等形成盐≈ ∀把海

丝纤维在硝酸银水溶液中浸渍后 由于海藻粉末中

的海藻酸和卡拉胶对金属离子有吸附作用 银离子

被吸附进入纤维 得到了含银的海丝活性纤维 其商

品名为 ≥ √∀图 示出当硝酸银的浓度为

1 !1 Π时 浸渍时间对纤维中银离子浓度的

影响 ∀可以看出 海丝纤维对银离子的吸附过程是

一个相当快的过程 在接触 内基本上已经达到

吸附平衡 ∀由于海丝纤维中的海藻成分在纤维截面

上均匀分布 在常规的洗涤中 银离子不容易从纤维

上脱落 能缓慢地释放出来 起到持久的抗菌作用 ∀

图   浸渍时间对海丝纤维中银离子浓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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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海丝纤维的生产过程充分利用了共混纺丝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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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把具有良好生物活性的海藻植物与纤维素结合 

制备了具有特殊性能的保健纤维 ∀由于海藻具有结

合金属离子的能力 海丝纤维经过活化后可以进一

步加工成含银的抗菌纤维 ∀这种纤维在贴身服装及

医用卫生材料的生产中有很大的开发应用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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