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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酶整理配套助剂的研究

张瑞萍
南通大学化工系 南通 

摘  要 研究了能提高纤维素酶的活力和酶整理后织物减量率及柔软性的相关助剂 ∀结果表明 助剂  !在一定的用量范围内对

纤维素酶有一定激活作用 使酶整理织物的减量率增加 柔软剂 ≤与酶同浴处理可提高织物的柔软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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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品的生物整理是利用纤维素酶的降解作

用 控制纤维表面部分的水解 最终赋予织物以表面

平滑光洁 !手感柔软的抛光效果 并能提高织物的悬

垂感和吸水性 在纺织品加工中不发生污染 因而引

起了研究工作者对纤维素酶处理纤维素织物的高度

重视 ∀酶整理效果主要取决于酶活力的大小≈
若

能找出酶活力的激活条件和物质 有利于酶的增效

和保护 对纤维素酶的有效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    

本文研究提高纤维素酶酶活和酶整理后织物减

量率的相关助剂 可在纤维素酶整理时配套使用 从

而达到节约成本 提高效率的目的 ∀

1  实验部分

111  材料及药品

纯棉纱卡织物 ¬≅ ¬根Π  ≅ 

根Π 南通八一印染厂 纤维素酶工业品 

⁄≥试剂自配 冰醋酸分析纯 醋酸钠分析

纯 葡萄糖分析纯 滤纸定性 羧甲基纤维素钠

≤ ≤试剂级 助剂 自配 助剂 自配 柔软剂

≤自配 ∀

112  ΦΠΑ滤纸酶活和 ΧΜΧ酶活的测定

取适当稀释的酶液 分别以滤纸或  的 ≤ ≤

溶液为底物 于 ε 恒温水解反应 然后加入显

色剂 ⁄≥ 沸水浴中煮沸 再加入蒸馏水 于

 测定吸光度 ⁄值 ∀

酶活定义  酶液 产生 葡萄糖为 

个单位∏ ∀

113  酶处理工艺

  纤维素酶 ¬   值 1 ∗ 1 温度 

∗  ε 时间  ∗  浴比 Β ∗ Β ∀在皂

洗牢度仪上进行转速  Π ∀

114  性能测试

11  减量率的测定  将酶处理前后的试样在烘

箱温度为 ε 时烘至恒重 ∀减量率  ≈处理前织

物干重  处理后织物干重Π处理前织物干重 ≅

  ∀

11  柔软性能的测定  按 β斜面法进行 ∀弯曲长

度 Χ计算公式 Χ1 Λ式中 Λ为滑出长度∀

2  结果与讨论

211  助剂对酶活及棉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在实验中 分析了助剂 和助剂 在不同浓度

时对纤维素酶活 包括滤纸ƒ°酶活和 ≤≤ 酶活

的影响 ∀由图 可知 在整个实验浓度区间内 酶在

含助剂 的溶液可基本保持稳定 在低浓度下 

1 Π对纤维素酶有一定的激活作用 最高

ƒ°和 ≤≤可达  和  左右 随着助剂 

浓度的增加 酶活力呈下降趋势 ∀由图 可知 助剂

对纤维素酶的作用表现在 ƒ° 曲线在相对活性

 附近波动 说明纤维素酶可基本保持稳定 在

低浓度的助剂 溶液中 ≤≤酶活较高 其相对活

性可达   随助剂 浓度增加 ≤≤酶活下降 

但相对活性仍在  以上 ∀故助剂 对纤维素酶

也有一定的激活作用 ∀

图 1  助剂 对纤维素酶活的

影响

图 2  助剂 对纤维素酶活的

影响

图 3  助剂 对织物减量率

的影响

图 4  助剂 对织物减量率

的影响



  分析了酶整理中加入不同用量的  !助剂后

对棉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从棉织物的减量率曲线上

图  !同样可见 随着这 种助剂浓度的增加 棉

织物的减量率也发生变化 在一定低浓度下存在减

量率增加的现象 ∀

从图  ∗ 的结果比较还发现 对酶活的影响及

对织物减量率的影响来看 在加入助剂  !后的激

活作用都在低浓度区出现 ∀用量增加 酶活有下降

的趋势 ∀从助剂  !对织物减量率的影响图  !

结果比较发现 助剂 的激活作用稍大于助剂  而

这一结果与助剂  !对 ≤ ≤ 酶活的影响结果更加

一致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织物的酶减量率与纤

维素酶的 ≤ ≤酶活关系更加密切≈ ∀

纤维素酶在助剂  !中具有稳定性 某一浓度

区间内还有激活作用的可能≈原因 种助剂在水

中以中性分子存在 与酶分子的电荷作用较弱 不会

对酶的活性中心或非活性中心有较强的电荷作用 ∀

种助剂中均存在一个对酶有一定保护作用的基

因 甚至在低浓度下 与构成纤维素酶活性部位的主

要成分一致 使酶被激活 ∀与酶的底物作用 生成与

酶更易发生反应的复合物 产生激活作用 ∀有关的

激活机制还待进一步研究 ∀

所以 通过以上的实验结果和分析可知 助剂

 !在低浓度范围内可作为纤维素酶整理的配套激

活助剂 ∀

212  柔软剂 Χ对纤维素酶活和织物柔软性的影响

在试验中选择柔软剂 ≤ 与纤维素酶一浴进行 

考察其对纤维素酶活和织物柔软性的影响 ∀

从图 可知 柔软剂 ≤ 在酶液中对纤维素酶是

稳定的 ∀在某浓度范围 酶的相对活力最高达

 左右 ∀这说明了柔软剂 ≤ 的加入不仅能保持

酶液的稳定性 而且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对酶有一定

的激活作用 ∀

在以上实验的基础上 又测试了柔软剂 ≤ 与酶

   

一浴处理时 织物的柔软性弯曲长度来表示 并与

未经酶整理只进行相同工艺的柔软整理的织物的柔

软性作比较 结果如图 所示 ∀

图 5  柔软剂 ≤对酶活的影响 图 6  柔软剂 ≤对硬挺度的影响

从图 可知 酶与柔软剂一浴整理的棉织物的

弯曲长度小于只用柔软剂处理的织物 ∀这主要有 

个原因≈
纤维素酶对棉纤维的催化水解 提高了其

柔软性 而且是耐久的 棉纤维以纤维素酶处理后 

对柔软剂的吸附量提高 ∀所以选择柔软剂 ≤ 与纤

维素酶同浴处理 可使织物达到超级柔软的效果 ∀

3  结  论

1助剂  !均在低用量时对纤维素酶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 ∀某一浓度区间内还有激活作用 助剂

 !在低浓度范围内可作为纤维素酶整理的配套激

活助剂 ∀

1柔软剂 ≤对酶稳定 在某浓度范围有激活作

用 柔软剂 ≤与酶一浴处理时 织物的柔软性提高 

可使织物达到超级柔软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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