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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纳米抗紫外后整理的纯棉机织物 !针织物抗紫外效果良好 ∀服用性能部分得到改善 部分变差 其余无显著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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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线对人体的危害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

但普通纺织品的紫外线遮盖率一般较低 ∀近年来人

们利用有机紫外线吸收剂和无机紫外线反射剂来加

工生产防紫外线纺织品 ∀其中纳米抗紫外整理剂处

理的织物抗紫外效果良好 但其对织物的服用性能

影响如何 很少有人探讨 ∀

1  实  验

1 .1  实验准备

实验材料 纳米抗紫外粉体由中科院泰兴纳米

材料厂提供 分散剂 粘合剂 柔软剂等 ∀处理液的

制备 将抗紫外纳米粉 !分散剂 !粘合剂 !柔软剂等调

制成一定浓度的纳米抗紫外处理液 ∀

整理工艺 采用浸轧法二浸二轧将织物在纳

米抗紫外处理液中进行整理加工  ε 条件下烘燥

 ∀

1 .2  测试仪器

将经过整理和未经整理的纯棉机织物 !针织物

的有关服用性能利用相关仪器进行了测定 ∀抗紫外

性能紫外线透过率用紫外线强度仪 拉伸断裂强

力用 ≠织物强度仪 顶破强力用 ≠强力实

验仪 刚柔性抗弯长度用 ∞≠2织物硬挺度仪 

折皱恢复性折皱回复角用 ƒ≠2织物折皱回复

性测定仪 悬垂性悬垂系数用 ≠织物悬垂性

测定仪 透气性透气量用 ≠型织物透气仪 透

湿性透湿量用透湿杯法 导热性热传导系数用

日本 ∞≥2ƒ热物性仪 ∀

2  结果和讨论

2 .1  结  果

经过整理和未经过整理织物的性能的测试结果

列于表  ∀
表 1  织物性能测试结果

紫外线透

过率  

拉伸断裂

强力

顶破强力



抗弯长度



折皱回复角

β

悬垂系数

  

透气量

Π#

透湿量

Π#

热传导系数

 •Π ε 

机织物
未整理             

整理              

针织物
未整理             

整理             

2 .2  讨  论

11  抗紫外性能  从表  中织物紫外线透过率

的数据可以看出 经过整理的机织物和针织物的抗

紫外线能力都显著好于未经过整理的织物 ∀换句话

说 经过整理的织物对紫外线的屏蔽率高达  以

上 ∀这表明抗紫外纳米粉有效地屏蔽了紫外线 ∀

11  拉伸断裂强力和顶破强力  从表  中可以

看出 经过整理和未经过整理的机织物的拉伸断裂

强力无显著差异 而经过整理的针织物的顶破强力

有上升的趋势 但经过方差分析法进行检验可知也

无显著差别 ∀说明纳米抗紫外线整理对织物的强力

无显著影响 ∀

11  折皱回复性 刚柔性和悬垂性  从表  的

数据中可以看出 经过整理的机织物 !针织物的折皱

回复角有一定的提高 抗弯长度增加 悬垂系数变

大 ∀织物此三项性质的变化 说明织物变/硬挺0了 ∀

主要是由于整理液是纳米材料 !粘合剂 !柔软剂等助

剂的混合液 ∀整理过的织物烘干后 整理液主要是

粘合剂的作用相当于在织物上形成了一层/网状薄

膜0 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织物中纤维间 !纱线间的

相对移动 使得织物/硬挺0 不易变形 尽管加入了

柔软剂 但其用量远远少于粘合剂 ∀所以 整理后织

物的折皱回复角得到提高 折皱回复性有了改善 而

织物的刚性增强 柔性和悬垂性变差 ∀

11  透气性和透湿性  从表  的数据还可以看

出 经过整理的织物的透气量有显著的下降 透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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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也有相同的规律 ∀这主要是由于整理后织物

上形成了一层/网状薄膜0 再加上部分纳米颗粒填

充了织物中部分微小的空隙 限制了气流和水汽的

通过 故经过整理后织物的透气量有显著的下降 透

湿量也下降 ∀

11  导热性  从表  的数据可知 织物经过纳

米抗紫外整理后其导热系数无显著变化 说明此种

整理对织物的导热性无显著影响 ∀

3  结  论

1经过纳米抗紫外整理的织物其抗紫外性能

显著改善 ∀

1整理后 织物的折皱回复性有所改善 但透

气性 !透湿性 !悬垂性 !柔软性变差 ∀建议此种整理

慎重用于服用纺织品抗紫外线整理 ∀

1经过整理后 织物的导热性 !机织物的拉伸

断裂强力 !针织物的顶破强力无显著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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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不同分子量 !不同类型的壳聚糖及壳聚糖衍生物为抗菌整理剂 用后整理法加工制得抗菌棉织物及真丝织物 通过抗菌

试验对其抗菌性能及其耐久性能进行了讨论 ∀

关键词 壳聚糖  壳聚糖衍生物  抗微生物整理剂  棉织物  真丝  抗菌性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在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过程中 细菌无处不在 人

们日常使用的各种纺织品 如被褥 !内衣裤 !鞋袜 !衣

服 !毛巾等都是细菌滋生繁衍和传播的适宜场所 ∀

各种细菌在条件适宜时会迅速繁殖 不仅会使纤维

制品变色 !发霉 !降解等 还会对人体皮肤产生异常

的刺激并诱发各种皮肤病 形成对人类生活的种种

危害 ∀所以 抗菌织物的研究与开发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 ∀

抗菌织物的制造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抗

菌剂对织物进行后整理 而另一种是开发出一系列

的抗菌纤维 然后得到抗菌织物 ∀

抗菌后整理加工法是使用具有一定耐洗性的抗

菌剂对织物进行后整理 使抗菌剂能够附着在织物

上以获得一定的抗菌效果 ∀一般采用表面涂层法 !

浸轧法 !浸渍法 !喷淋法 !树脂整理法和微胶囊法等

工艺将抗菌剂施加到织物上 ∀依抗菌剂的种类加工

方法不同 用后整理法可制得溶出型和非溶出型抗

菌织物 ∀非溶出型抗菌织物安全性好 !抗菌谱广 !抗

菌效果持久 其生产比重逐年增加 并有取代溶出型

的趋势 ∀由于其工艺简单 流程简短等优点 后整理

加工法一直被广泛用于抗菌织物的开发和生产中 

目前上市的各种抗菌织物中 以后整理的居多 ∀

抗菌剂对织物进行后整理关键在于抗菌剂的选

择 目前 国内外所使用的抗菌剂可分为无机抗菌

剂 !有机抗菌剂和天然抗菌剂三大类 ∀无机抗菌剂

主要有抗菌性浮石 !磷灰石 !磷酸钙等无机离子交换

体之类的多孔性物质 以及汞 !银 !铜 !铅等金属及其

离子化合物和络合物 ∀有机抗菌剂主要由有机硅季

铵盐类 !芳香族卤化物 !磺胺等抗菌物 !脂肪酸类 酚

类 ∀目前已被应用的天然抗菌剂有壳聚糖 壳聚糖

季铵盐和中草药等 ∀

壳聚糖及其衍生物具有优异的广谱抗菌性 同时

壳聚糖具有吸湿性 !透气性 !降解性 !生物活性 !螯合

性以及酶固定化作用等特性 非常适合作抗菌剂来制

造抗菌织物 ∀本研究以不同分子量 不同类型的壳聚

糖及壳聚糖衍生物为抗菌整理剂 以氰醛树脂为交联

剂 用后整理法加工制得抗菌棉织物及蚕丝织物 通

过抗菌试验评价其抗菌性能及其耐久性能 ∀

1  实验部分

111  实验仪器和试剂

仪器 实验用小轧车日产 2∞型 !实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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