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表面附近的扩散边界层变薄 染料的扩散速率加

快 所以织物的表观深度 ΚΣ值增加 内外层 ΚΣ

值的差异变小 匀染性变好 ∀当循环速率达到

1 时 织物的 ΚΣ值继续增大 内外层 ΚΠΣ值

基本相等 匀染性也得到明显改善 ∀
表 3  循环速率对匀染性的影响 °! ε ! 

二氧化碳的循

环速率

ΚΠΣ值 ≥Κ

外层 中间层 内层 外层 中间层 内层

            

            

             

3  结  论

1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温度 !压力提高 涤纶

织物的上染速率 !上染率及 ΚΠΣ值增加 ∀

1织物要获得良好的匀染性 二氧化碳流体要

有合适的循环速率 ∀

1预定型对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有影响 当预

定型温度在  ε 左右时 涤纶织物的 ΚΣ值 !上染

率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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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在羊毛防毡缩整理中的应用研究

陆必泰  陈明珍
武汉科技学院 武汉 

摘  要 介绍羊毛细胞间填充物结合领域的划分状况及其功能 !高压液相色谱用于氨基酸含量分析的条件及羊毛细胞间填充物的

提取方法 ∀试验结果表明 经聚氨酯整理剂整理后的羊毛 其提取物蛋白质成分含量较少 从而起到了保护羊毛细胞间填充物的

作用 ∀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  羊毛  防毡缩整理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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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毛纤维由鳞片层和皮质层组成 鳞片层由片

状角质细胞组成 是羊毛纤维的外壳 而皮质层主要

是由 和 °°种皮质细胞组成 ∀皮质

细胞≤÷和鳞片层的表皮细胞≤的接合部可分

为 ≤÷ ) ≤÷ !≤÷ ) ≤和 ≤ ) ≤ 个领域 而这些细

胞间的填充物又由 ∆层和 Β层组成 它们起到连接

细胞的作用 并延伸到纤维内部 同时还具有导水管

的功能≈  ∀其结构示意图如图 所示 ∀

图 1  羊毛细胞间接合部示意图

羊毛 ≤ ) ≤接合部的填充物 ∆≤层 如果用纯

甲酸溶液进行提取 可以得到疏水性的蛋白质物质

∆若进一步用醋酸水溶液提取则可得到亲水性的

蛋白质物质 ∆
≈ ∀羊毛在加工以及服用过程中 ∆≤

成分容易从细胞间接合部中流出 为了保持羊毛纤

维原有的优良特性 在对羊毛进行防毡缩整理的同

时 保护 ∆≤不遭破坏是非常必要的 ∀

羊毛防毡缩整理所使用的整理剂除必须具有能

和 ∆≤蛋白质侧链上的碱性基反应的基团外 还不

能降低 ∆层的导水管的功能 ∀本研究使用聚氨酯预

聚体整理剂 对羊毛进行防毡缩整理 并用高压液相

色谱法进行分析探讨 ∀

1  实  验

111  材  料

羊毛 支脱脂澳毛 药品 已二异氰酸酯 !聚

乙二醇 !咪唑 !二 烷 ! ) °∞ ) 自制 ∀

1 .2  防毡缩整理

防毡缩整理时 先将羊毛用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溶液进行清洗 !脱水 然后用  Π的整理剂进行

处理 浴比 Β 温度  ε 时间为  ∀处理完毕



后对羊毛进行充分水洗 !烘干 处理后的羊毛记为

° ) • ∀

1 .3  羊毛细胞间填充物的提取

先用纯甲酸溶液进行处理 然后用  醋酸溶

液处理 ∀甲酸 浴比为 Β !温度  ε !振荡处理时

间  ∀醋酸 浴比为 Β !温度  ε !振荡处理时

间  ∀整理及未整理的羊毛都按上述同样的方法

进行提取 ∀处理后的甲酸溶液分别装入粘胶膜透析

袋中 用蒸馏水进行充分透析 并将透析袋内的沉淀

物分离出 !冻结干燥 脱脂后回收 并将其沉淀物分

别称为 ° ) ∆和 ∆∀同时醋酸处理液也经过透析 !

冻结干燥 !脱脂后回收 将其称为 ° ) ∆ 和 ∆ ∀

114  羊毛提取物 ∆氨基酸含量分析

使用高压液相色谱仪对提取物进行氨基酸含量

分析 仪器型号为 °≤ 岛津 ≤2型 分离柱为岛

津 ≥2型 分离方法为 梯度法 ∀

    仪器分析条件  移动相组成相  液 

为1 ? 1缓冲溶液 液  为1 ?

1缓冲溶液 ≤ 液  为  缓冲溶液 ⁄液 

1 Π水溶液 ∀

反应相组成相 液 次氯酸钠溶液用 

为 的缓冲溶液配制 液 °溶液≤   ∀

分离条件 移动相流量 1 Π反应相流

量 液 1 Π液 1 Π分离柱恒温

槽温度  ε 输液泵压力  Π
试料注入量 

 Λ∀

    分析试料的制备  将提取物 ∆!∆ !° ) ∆

和 ° ) ∆ 各  分别装入专用的玻璃分解管内 

加入  浓度为  Π的盐酸 排气密封后 在

 ε 条件下水解  ∀然后将水解产物浓缩干燥

后 再溶解于 为 1的  的盐酸溶液中 并将

试料浓度调为 1 Π∀

    标准氨基酸溶液的配制   型氨基酸混合

液日本合光制备含有 种 Α2氨基酸 使用时用试

料稀释剂稀释 倍 ∀测试时注入  Λ样品中各

氨基酸的含量为  ≅ 


∀

2  结果及分析

2 .1  聚氨酯预聚体整理剂的合成

聚氨酯预聚体整理剂的合成方法参照文献≈ ∀

2 .2  整理后羊毛细胞间填充物 ∆ΧΥ的稳定性

∆!∆ !° ) ∆和 ° ) ∆ 其提取率即对试料羊

毛的质量分数如表 所示 ∀

  表 括弧中的数值是去除 °成分后的值即用

      表 1  整理及未整理羊毛细胞间填充物的提取率   

试料 甲酸提取物 甲酸 乙酸提取物

•    

° ) •      

高压液相色谱仪测定氨基酸含量所得出的值 ∀由实

验结果可知 经过整理剂整理后 在羊毛表皮层形成

的聚合体大部分能溶解在甲酸处理液中 在透析过

程中作为可溶性物质被透析掉 只有约   对羊毛

质量而言的聚合体和 ∆成分发生共价结合即

° ) ∆而沉积在透析袋内 ∀此外 从表 数据还可

知 经预聚体整理剂整理后羊毛表皮细胞间填充物

的提取率比未整理羊毛的要低  以上 因此可以

认为 该部分填充物与整理剂发生了反应 存留在

≤ ) ≤间 从而获得了稳定性 ∀

2 .3  氨基酸含量分析

∆!∆ !° ) ∆和 ° ) ∆ 的氨基酸含量分析值

摩尔百分率如表 所示 ∀

  由表 可知 ° ) • 和 • 用甲酸处理后的提取

物中碱性氨基酸含量明显降低即下降了 1  进

一步用乙酸处理后的提取物中碱性氨基酸含量下降

了 1  ∀由此说明这部分碱性氨基酸和整理剂发

生了化学反应 存留在细胞间接合部 不仅使羊毛细

胞间填充物 ∆≤的稳定性获得了提高 而且还保障了

其导水管的功能 ∀
表 2  羊毛细胞间填充物的氨基酸含量   

氨基酸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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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整理及未整理羊毛细胞间填充物用甲酸进行

提取的提取率分别为 1 和 1  用乙酸处理

后的提取率分别为 1  和 1  ∀整理后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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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率明显降低 因此可以认为 该部分填充物与整理

剂发生了反应 存留在 ≤ ) ≤间 从而使羊毛获得

了稳定性 ∀

 通过高压液相色谱仪进行氨基酸含量分析的

结果同样表明 经整理后羊毛细胞间填充物中碱性

氨基酸含量明显降低 说明这部分碱性氨基酸和整

理剂发生了化学反应 存留在细胞间接合部 不仅使

羊毛细胞间填充物 ∆≤的稳定性获得了提高 而且还

保障了其导水管的功能 ∀

 选用  梯度法 采用高压液相色谱仪进行

氨基酸含量分析 其选定的分离条件对羊毛细胞间

填充物 蛋白质的分析是很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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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弱混沌理论的纹织设计方法研究

张  聿
浙江理工大学 杭州 

摘  要 基于弱混沌动力学的图形生成原理 运用计算机图形技术 结合纹织实验 重点研究了弱混沌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 ) ) ) 均

匀随机网的设计应用 对由此形成的纹织设计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并获得了几点有益的启示 ∀

关键词 弱混沌  均匀随机网  计算机绘图方法  纹织设计  纹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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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

  弱混沌是指哈密顿系统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一

种动力学行为 ∀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时 弱混沌以随

机网的形式存在 该网以各种复杂而千姿百态的结

构分布于动力系统的整个相空间 ∀

弱混沌理论≈ ∗ 是当今科技前沿的一个重要领

域 ∀它是基于对哈密顿系统动力学行为研究发展起

来的 ∀研究表明 置于磁场中的粒子受到由大量简

谐平面波组成的波包场作用时 粒子运动的相空间

中将出现具有均匀宽度随机层的无限大随机网 即

均匀随机网 ∀这种均匀随机网不仅具有更为变幻莫

测的结构 而且又与越来越多的科学问题相联系 因

此 对弱混沌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与

关注 ∀

根据纺织面料的特点 运用计算机图形技术 将

弱混沌作为无穷无尽的图案设计资源进行开发是本

文的一个基本构思 ∀

1  弱混沌图形的生成方法

本文研究的弱混沌问题主要是指均匀随机网 ∀

为了考察在整个相平面上是否可能存在具有同一随

机层宽度的均匀随机网 ∀原苏联学者扎斯拉夫斯基

等 人在 年通过对共振扭转映射的研究 指出

了均匀随机网存在的可能性 ∀他们提出的共振扭转

映射就可以产生均匀随机网 其表达式为 

⊥ΜΑ

υν   υν  ΚΜνΑ  ΜνΑ

Μν    υν  ΚΜνΑ  ΜνΑ


该式称为/以 Α为旋转角的二维扭转映射0≈
简称

为 ≥≤ 映射 ∀在式中 Κ是表征不可积性的

摄动强度 ∀

为考虑该映射 ⊥ΜΑ在 υ Μ平面上所产生的随

机网 主要考察其满足共振条件时的行为 ∀如 θ为

整数 则当 θ次共振条件成立时的 ≥≤ 映射称为

θ阶共振扭转映射 

⊥Μθ

υ   υ  ΚΜ
Π
θ

 Μ
Π
θ

Μ    υ  ΚΜ
Π
θ

 Μ
Π
θ



  研究表明 当 θ  时 共振扭转映射对应于不

可积哈密顿系统 有可能产生混沌 ∀如下的 θ值集

合θχ      对应于相平面上的无限大周

期性均匀随机网 而当 θ | θχ时 例如 θ    

, ,时 则可形成具有各种对称而复杂的准周期网 

如图 所示 ∀

从均匀随机网图形图 看出 它们风格各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