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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织物用乙二醛加水解淀粉进行整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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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学院 湘潭 

摘  要 介绍乙二醛对棉织物进行防皱整理的机理 分析讨论催化剂的类型 !浓度 !焙烘条件对棉织物断裂强力 !折皱回复性和透

气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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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 羟甲基整理后的棉织物在贮藏或穿着过

程中会释放出游离甲醛 对人体和环境都有害 ∀因

此 可用乙二醛作为取代常规 ) 羟甲基整理剂的

替代物 ∀研究表明 乙二醛是一种有效的无甲醛交

联剂 能赋予织物高度抗皱免烫性能而不产生甲醛 ∀

本文讨论了棉织物用乙二醛和淀粉或水解淀粉混合

液进行处理时 棉织物的性能变化 ∀

1  实  验

1 .1  实验材料

经退浆 !煮练 !漂白的平纹棉织物 ∀

1 .2  实验试剂

乙二醛溶液   !≥ ! ≥ #  !

≤#  !盐酸 以上试剂均为化学纯 玉米淀粉 ∀

1 .3  实验仪器

×⁄2电子天平 !≥⁄型试样小轧车 !≤≥2

电热干燥箱 !≥2恒温水浴锅 !≠型织物折皱

弹性仪 !≠2织物强力仪 !≠织物中压透

气仪 !2⁄型强力搅拌机 ∀

1 .4  性能测试

织物强力按 2 标准测定 透气性在

≠ 织物中压透气仪上测定 折皱回复角按

2标准测定 ∀

1 .5  整理方法

    水解淀粉的制备  称取适量淀粉加少量水 

调制成浆状 加入  的盐酸 淀粉与  的盐酸配

比为 Β 放置于  ε 恒温水浴锅中 进行不同时间

  !  ! 的处理 即得  水解淀

粉22≥ ! 水解淀粉22≥ ! 水解

淀粉22≥ 淀粉原样为2≥ ∀

    整理工艺流程  将有淀粉或水解淀粉的溶

液加热到  ε 使淀粉或水解淀粉变成泥浆状 采

用干态交联整理工艺 浸轧 一浸一轧 轧余率

   ψ烘干 ψ焙烘 ψ热水洗 ψ烘干 ∀

2  结果和讨论

2 .1  乙二醛的防皱机理

乙二醛又名双甲醛 !草醛 分子式为 ≤   ∀乙

二醛 淀粉或水解淀粉的防皱机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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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缩醛的不稳定加成化合物双 半缩

醛型化合物和 单乙缩醛型化合物和∏二乙醛

缩型化合物 √和  等 从而提高织物的回复性即抗皱

性能 ∀形成该类化合物的数量及其对织物的影响程

度取决于处理的条件和施加的方法 ∀

2 .2  催化剂类型对棉织物性能的影响

表 表明棉织物用乙二醛处理 在有和无淀粉

或水解淀粉情况下 采用干态交联工艺浸轧 ψ烘干

ψ焙烘 ψ后处理 所用催化剂类型对织物折皱回复

性能和透气性的影响 ∀所用催化剂是棉织物用 )

羟甲基整理剂进行常规免烫整理所常用的 ≥ !

≥#  !≤ #  ∀由表  可知 棉织

物用乙二醛处理时 不管有和无水解淀粉 也不管是

用何种类型的催化剂 其折皱回复角均有较大的提

高 ∀但在  的水解淀粉下用 ≤# 作催

化剂时 棉织物的折皱回复角及透气性值最大 ∀原

因可能是  水解淀粉的分子尺寸较小 它能与

乙二醛一起迅速渗入纤维内部 在 ≤# 的高

催化作用下与纤维大分子进行反应 二乙缩醛型化

合物 √ 的加成化合物胜过其它同类型的化合物 因

此 选择 ≤# 作催化剂 ∀

2 .3  ΜγΧλ2 #6 Η2 Ο浓度对棉织物性能的影响

  从表 看出 随催化剂浓度的提高 织物折皱回

复角提高 但 ≤#  浓度达到  Π时 再增

加浓度 折皱回复角反而下降 ∀在 ≤# 浓度



   表 1  棉织物性能测试数据

催化剂

乙二醛 乙二醛  2≥ 乙二醛  22≥ 乙二醛  22≥ 乙二醛  22≥

折皱回复

角β ×  •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透气性

Π#

≥          

≥#           

≤#           

  注 催化剂为  Π乙二醛为  Π淀粉为  Π烘干为  ε ! 焙烘为  ε ! 未处理织物折皱回复角 β ∀

表 2  棉织物性能测试数据

≤#

 

乙二醛  2≥ 乙二醛  22≥ 乙二醛  22≥ 乙二醛  22≥

折皱回复

角β ×  • 

断裂强

力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断裂强

力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断裂强

力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断裂强

力

透气性

Π#

            

            

            

            

            

  注 乙二醛为  Π淀粉为  Π烘干为  ε ! 焙烘为  ε ! 未处理织物强力为  ∀

为  Π用  的水解淀粉时 织物的透气性最

好 ∀经乙二醛处理后 织物强力普遍下降 并且 断

裂强力的下降与折皱回复角的提高成反比 折皱回

复角愈高 断裂强力愈低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水解淀粉改变了在

纤维素分子结构中 由乙二醛形成的共价交联键的

结构和长度 增加了交联反应的效率 使织物折皱回

复角提高 ∀但在用较高浓度的 ≤# 处理时 

由于焙烘过程中 棉纤维素在酸性催化剂环境下产

生过度降解 形成的交联可能发生断裂 从而使织物

折皱回复角下降 ∀另外棉纤维中的甙键在酸性条件

下会发生水解 造成大分子链断裂 所以织物强力普

遍下降 ∀采用催化剂 ≤#  较合适的浓度是

 Π∀

2 .4  焙烘温度和时间对棉织物性能的影响

  从表 看出 随焙烘温度的上升及焙烘时间的

   
表 3  棉织物性能测试数据

温度

 ε 

时间



乙二醛  22≥ 乙二醛  22≥ 乙二醛  22≥

折皱回复

角β ×  • 

断裂强

力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断裂强

力

透气性

Π#

折皱回复

角β ×  • 

断裂强

力

透气性

Π#







         

         

         

         

         

         

  注 ≤# 为  Π淀粉为  Π乙二醛为  Π未处理织物强力为  ∀

增加 整理剂与纤维素的交联反应程度显著增加 所

以织物的折皱回复角提高而织物的断裂强力下降 

在  ε 采用  水解淀粉 焙烘时间为  时

织物的透气性最大 ∀

3  结  论

  1用乙二醛加淀粉或水解淀粉可改变棉织物

与乙二醛的交联反应和交联的结构 从而改善织物

的回弹性 ∀

1被处理棉织物的折皱回复角的提高与断裂强

力的下降成反比 折皱回复角提高 断裂强力越低 ∀

1整理的最佳催化剂为 ≤#  较合适的

浓度是  Π∀

1整理时的焙烘条件不同 对织物折皱回复

角 !断裂强力 !透气性影响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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