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4  经过不同次数洗涤的抗菌活性

图 3  壳聚糖的浓度与抗菌性的关系

抗菌性 ∀由此可见 ≤起了抗菌素的作用 ∀图 是

经过不同次数洗涤的抗菌活性 在洗 次以后抗菌

   

性还在  以上 ∀

经上述处理的棉织物在作折皱回复试验时发现

壳聚糖在柠檬酸中比在醋酸中有更大的折皱回

复角 ∀

4  结  论

1用 °×≤2加工的抗菌性多项体系在使用 

个月后 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抗菌性 灭菌率为

1  ∗   获得良好效果 ∀

1°×≤2处理丝织物时 随着壳聚糖在织物上

附着率的增加 细菌繁殖率可以明显抑制 附着率为

1 时细菌繁殖抑制效果可达 Π ∀同时织物的

厚度和硬挺度也随着附着率的升高而增加 ∀附着率

为 1 时 厚度增大   硬挺度增大   ∀

1°×≤2处理纯棉织物时 洗涤 次后仍保

持有大于  的抗菌性 并赋予织物优良的永久免

烫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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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柠檬酸和脱乙酰甲壳质同时进行棉织物的永久免烫及抗菌加

工 ×¬ ∏  ∗  

壳聚糖对涤纶织物处理的探讨

徐旭凡
嘉兴学院 嘉兴 

摘  要 探讨了经壳聚糖处理后涤纶织物的一些物理机械性能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涤纶织物吸湿性 !抗静电性 !耐起毛起球等不

良性能的改善及手感的恶化 ∀

关键词 壳聚糖  涤纶织物  处理  物理机械性能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壳聚糖是甲壳质脱除乙酰基后的产物 ∀分子结

构中存在着氨基和羟基 可溶于稀酸水溶液 ∀具有

良好的水解性 吸湿透汽性 生物活性 抗菌性等优

良特性 ∀可应用于农业 营养品和医药及其它领

域 ∀≈壳聚糖在纺织领域的多种应用也已得到研究 ∀

涤纶纤维具有优良的物理机械性能 强度高以及良

好的弹性 尺寸稳定性 免烫性和混纺性 ∀但存在着

吸湿性差 易产生静电和易起毛起球等缺点 ∀既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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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纺织加工 又影响了服用性能 ∀为了改善涤纶

纤维的服用性能 可在纺丝时 采取化学改性和物理

改性的方法≈
以发展差别化 !高感性等新型涤纶纤

维 ∀但普通涤纶纤维由于生产成本低 仍占有相当

大的市场份额 ∀本文测试并探讨了经壳聚糖整理

后 涤纶织物吸湿性 !抗静电性 !耐起球性 !手感等性

能的变化 ∀

1  实  验

111  实验材料

涤纶织物 标准白色 规格1 ≅ 1¬Π ≅

根Π  ∀壳聚糖脱乙酰度为    冰醋酸

和氢氧化钠等均为一级化学药品 ∀壳聚糖溶液的配

制 在常温下 将壳聚糖溶解在  醋酸溶液中 配

制成所需浓度 ∀

112  实验方法

11  碱减量  对涤纶织物进行碱减量处理 一方

面使涤纶纤维表面钝化 另一方面旨在使表层涤纶

纤维分子中的酯基发生一定程度的水解 ∀根据所做

的多次基础实验 影响涤纶织物碱减量的主要因素

有氢氧化钠溶液浓度 处理温度和时间 采用正交表



安排实验 ∀工艺条件如下  溶液浓度

  温度  ε 浴比 Β 处理时间  ∀然后

 ε 下干燥  ∀

11  壳聚糖整理  壳聚糖在低湿环境中回潮率

很高 但在水中不膨胀 而在   的酸中很快就电

离 !溶解 ∀将减量后的涤纶织物在配制好的壳聚糖

溶液中浸渍  然后小轧车压 在  ε 下 干燥

 ∀实验整理工艺 浸轧两浸两轧 ψ焙烘 ∀

113  测试方法

试样回潮率 烘箱法测定 试样在 ?  ε 

 ?     条件下平衡  ∀抗静电性能 用

 ∞°2型旋转静电测试仪 在  ε     环境下

测试 ∀织物抗起球性 起毛起球评估板≈
∞° • 

≥ ∏ ° ∂√ ∏

≤∞生产 ∀该评估板标准包括四个级

别的起球标准图板  ∗  ! ∗  ! ∗  ! ∗  起球度

级别越高 布面小球数量越少 ∀织物手感 由 ∞≥2

ƒ仪器测试织物的拉伸 !剪切 !弯曲 !压缩 !表面性

状以及织物的厚度和面密度 ∀

2  结果与讨论

211  吸湿性

如表 所示 涤纶织物吸湿性得到了一定的改

善 ∀纤维的吸湿主要由纤维分子上的极性基团的有

无和多少所决定 同时也受着纤维内部结构的影响 ∀

涤纶织物经碱减量处理后 回潮率稍有提高 这是因

为涤纶纤维经碱减量后纤维比表面积变大 表面能

也越大 纤维表面吸附水分子能力也越强 ∀经壳聚

糖整理后吸湿性进一步提高 从后面分析可知 引入

亲水基团过多会丧失涤纶纤维经碱减量后的一些优

良性能 如手感硬化 ∀因此 实际亲水基团的加入量

只能适可而止 纤维吸湿率提高会受到限制 ∀
表 1  试样回潮率的变化

织物样品
回潮率Π

未处理 碱减量 壳聚糖

      

      

      

      

      

      

平均值      

212  抗静电性能

涤纶纤维的质量比电阻为 
 8Π

而棉纤

维的为 
 8Π 左右 故涤纶纤维极易形成静电 ∀

通常认为纺 !织部静电压小于  ∂ 为能正常工作

和使用条件≈ ∀经壳聚糖整理后 测试结果如表 

所示 ∀静电压低于  ∂ 抗静电性能提高明显 ∀这

表明壳聚糖对涤纶织物抗静电整理很成功 ∀这是因

为涤纶纤维表面的壳聚糖结构大分子具有大量亲水

性的氨基和羟基 另一方面可能是壳聚糖分子所带

正电荷可在水中移动 传递电荷 从而促进了电荷传

导泄漏作用 减少了静电作用 ∀
表 2  抗静电性能变化

织物样品
静电压Π∂

未处理 碱减量 壳聚糖

   

   

   

   

   

   

平均值   

213  抗起球性

根据起球机理的动力学模型 涤纶织物易起毛

起球的原因与纤维性状有密切关系 主要是纤维间

抱合力小 纤维强度高 伸长强力大 特别是耐弯曲

疲劳 !耐扭转疲劳与耐磨性好 故纤维端容易滑出织

物表面 一旦在表面形成小球后 又不容易很快脱

落≈ ∀经壳聚糖整理后 使纤维疲劳耐久度降低 使

已产生的毛绒容易从织物表面脱落 不致形成毛球 ∀

经测试起毛起球评价指标 处理前  ∗  级 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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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糖处理后  ∗ 级 ∀

214  织物手感

试样用 ∞≥2ƒ风格仪测量其 个力学 !物理

指标 然后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 个力学 !

物理指标与织物基本风格 以及基本风格与综合风

格之间的回归方程式就可算出该织物的 Ης基本

风格值和 ΤΗς综合风格值
≈ ∀从表 可知经壳

聚糖整理后织物硬挺度增大 ∀原因是覆盖在涤纶纤

维表面的壳聚糖分子结构六元环状 刚性较大 ∀织

物丰满度比处理前低 另外织物的滑爽度 !丝鸣感也

减弱 所测试的 ΤΗς值减小 ∀因而 实验结果表明 

经壳聚糖处理后 会使涤纶织物手感恶化 风格变

差 实际生产还需经柔软处理 ∀
表 3  织物风格客观评价

织物样品
整理前 整理后

滑爽度 硬挺度 丰满度 ΤΗς 滑爽度 硬挺度 丰满度 ΤΗς

        

        

        

        

        

        

平均值        

3  结  论

1涤纶织物经壳聚糖处理后 吸湿性获得了一

定的改善 但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一定湿度环境下 

基本能满足织物使用的要求 ∀对抗静电性能的改善

获得了相当成功 ∀如果加入特定的交联剂 很可能

赋予涤纶织物导电性 ∀具备特定条件下抗静电性能

的要求 ∀另外起球性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因

此 经壳聚糖整理 涤纶纤维的不良性能 吸湿性 !易

产生静电性以及起毛起球性不同程度地获得了

改善 ∀

1本实验没有测定 ∞≥2ƒ下的 个力学和

物理指标 而是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法≈
测试了 ΡΤ

拉伸回弹 !ΛΤ拉伸线性度 !ΡΧ压缩回弹 !ΛΧ

压缩线性度 !Γ剪切刚度 !Β弯曲刚度 ! Ω织

物面密度 !Τ织物厚度等几个物理力学量 ∀简化

了测试和计算 ∀涤纶织物虽经壳聚糖处理 手感恶

化 但可经柔软处理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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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素Π甲壳质共溶剂的研究

李维贤  赵耀明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广州 

 
师严明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摘  要 从常用的中性盐类及酸类筛选丝素≥ƒ与甲壳质≤×的共同溶剂 并研究溶液的稳定性及成型加工性能 ∀结果表明 

  ∗  的磷酸在室温下可溶解较高浓度的 ≥ƒ和 ≤× ≥ƒΠ≤×共混溶液具有较好的动力学相容性 在  ε 下保存有较好的稳定性

和成型加工性能 ∀

关键词 丝素  甲壳质  共混  溶剂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丝素简写为 ≥ƒ和甲壳质≤

简写为 ≤×是两种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的

天然高分子材料 ∀≥ƒ是蚕丝的主体部分 是传统的

纺织服装用纤维 ∀随着对蚕丝结构性能研究的深

入 ≥ƒ作为一种高纯度的蛋白材料而逐渐应用于非

服装领域 ∀例如将其溶解后制成粉体 !膜材 !多孔体

等成型物而应用于食品 !化妆品和生物医药≈ 等领

域 ∀ ≤×是一种天然聚多糖 在生物医药 !废水净化 !

食品 !农业等方面≈ 有着广泛应用 ∀

近几年来 ≤×及其衍生物与 ≥ƒ共混的研究逐渐

展开≈ ∗  ∀由于 ≥ƒ !≤×的非熔融性 所以对它们非原

始形态的应用研究 主要采用溶液 ) 成型法 即将它

们溶于某种溶剂 然后再根据应用目的进行成型加

工 ∀由此可知 共混溶液性质的研究是 ≥ƒΠ≤×共混材

料的重要基础 而溶液研究中的关键技术是选择对

≥ƒ和 ≤×均具有良好溶解性 使溶液具有良好成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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