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用非织造布的抗菌整理

焦晓宁  胡保安  程博闻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摘  要 采用抗菌整理剂 ≥≤2与 ≥≤2整理非织造布 并用光电比浊法测定细菌生长曲线的方法研究其抗菌性 ∀结果表明 

≥≤2和 ≥≤2对涤纶热轧非织造布 !木浆复合涤纶水刺非织造布均有较好的抗菌性 且对非织造布的吸湿 !透湿 !抗弯刚度无

不良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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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大量的非织造布被用于医用卫生材料 而

这类材料从原料到加工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携带许多

细菌 难以达到卫生材料的抗菌要求 因此非织造布

的抗菌整理势在必行≈ ∀本实验采用北京洁尔爽高

科技有限公司的 ≥≤2与 ≥≤2抗菌整理剂 研

究对非织造布抗菌整理后的抗菌性能和其它性能的

变化 并与棉机织物进行对比 ∀

1  实验部分

111  实验仪器和材料

  小轧车 !烘干机 !医用高压蒸汽消毒锅 !

医用洁净工作台 !恒温振荡培养箱 !2≤ 型紫外

   

) 染料投入量  )  ) 

图 3  聚氨酯 −染料超微囊的粒径分布图

提高了 °链段增溶能力 ∀加入的染料越多 参加

形成的胶束的疏水链段越多 胶束的聚集数越大 引

起 °胶束化作用增强表现为 ≤≤ 下降 ∀这样 

°的内核体积变大 而增溶量与胶束内核的体积成

正比 故染料增溶量增大 另外 较大 °胶束内核

的弯曲界面产生的附加压力较小 也有利于染料的

增溶 ∀图 分别是它们的粒径分布 ∀

从图 看出 染料微球的粒子粒径分布均近似

双峰分布 染料微球粒子形态相对规整 ∀ °空白微

球的粒径一般为  ∗   粒径分布比较均匀 ∀产

生粒径呈双峰分布的原因是其周围存在着较强的压

力波和相对速度波动 当液滴和周围流体相对速度

达到足以使液滴边缘不稳定时 许多小液滴就会从

大液滴上/剥离0 造成/腐蚀破碎0 使得大液滴破碎

为一个/子液滴0和数个/卫星液滴0 由于/子液滴0

体积远远大于/卫星液滴0 从而形成液滴直径的双

峰分布 ∀载染料后微球的粒径分别增大了  ∗ 倍 ∀

这说明在染料微球的形成过程中 染料的参与有可

能增大了微球与水之间的界面张力 为达到溶液体

系平衡 微球之间发生了自聚集 染料进入 °胶束

疏水内核中和 °聚集数目变大是导致 °粒子直

径变大的两个主要原因 ∀

3  结  论

阴离子型 °能够包封油溶红  其染料超微

囊粒径在  ∗  之间 对 °体系选用不同的

溶剂 不同的染料投入量会对染料超微囊形成时间

和粒径大小产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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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度计 !加热器等 ∀抗菌剂 ≥≤2 !≥≤2 !

北京洁尔爽高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菌种 大肠杆

菌 天津医科大学提供 ∀纯涤纶热轧非织造布 1

Π !木浆复合涤纶水刺非织造布 1 Π !棉布

 Π ∀

112  抗菌整理工艺

11  ≥≤2整理工艺  依照    的试剂

用量和 Β的浴比配出抗菌液 将试样放入抗菌液

中升温至  ε 持续沸煮  取出布样 用水洗

净并烘干 ∀

11  ≥≤2整理工艺  将 ≥≤2和 ≥≤2

以 Β的比例配成  Π的抗菌整理液 浸轧试样 

轧液率   将试样烘干 再焙烘 ∀

113  抗菌性能测试

11  培养基的配制  本实验用牛肉膏蛋白胨培

养基液体溶液 ∀牛肉膏  蛋白胨  ≤  

水   值 1 ∗ 1 ∀其中 牛肉膏为微生

物提供碳源 蛋白胨提供氮源 而 ≤提供无机盐 ∀

中性或碱性条件利于细菌生长≈ ∀

11  试样准备  将待测的抗菌非织造布裁 条

约  重的长方形布条 分别装入 个不同的试管 

分 组进行编号 试管口塞医用脱脂棉并与其它器

皿一起在高压灭菌锅中用 1 °高压蒸汽灭菌

 ∀

11  菌液的培养  用消毒后的接种环刮取大肠

杆菌菌种 转接到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液体溶液中 

置于  ε !Π的恒温振荡培养箱中培养  ∀

11  接  种  将培养基分装在试管中1 Π

管 其中菌种液 1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液体

溶液 1 置于培养箱中 ε ! Π振荡培

养 并定时取样 ∀

11  取样测试  对上述 组试样分别在  !

 取样各 个 用 2≤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在

 的波长下测定细菌培养液的浊度 并求平均

值 以光密度 ⁄为纵坐标 时间为横坐标 作细

菌生长曲线 ∀以培养基的细菌生长曲线为标样作

对比 ∀

114  抗菌整理后吸湿 !透湿 !柔软性能测试

  分别参照 Π× 2 !Π× 2 !

• 2测试吸湿性 !透湿性 !抗弯刚度 ∀

2  结果与讨论

211  抗菌性

  抗菌性的测试采用光电比浊计数法 ∀其原理是

利用细菌菌体不透光 光束通过细菌悬液时 将会由

于被散射或被吸收而降低其透过量 ∀细菌悬液的浊

度与光密度成正比 与透光度成反比 所以可用分光

光度计来测定细菌悬液的光密度≈ ∀光密度越大 

说明细菌悬液越混浊 布的抗菌性越差 ∀

11  ≥≤2整理后抗菌性  用 ≥≤2整理前

后非织造布与棉机织物的抗菌性见图  ∀

注 对比样指接种后培养基的细菌生长曲线 其它曲线为放入

对应布样的细菌生长曲线 空白样表示未经整理的布样 ∀

图 1  ≥≤2对非织造布和机织棉整理的抗菌性

  由图 看出整理后试样曲线位置明显低于整理

前的空白样及对比样的曲线位置 ∀经整理后的布样

与菌液接触  ! 后 细菌悬液中细菌含量很

少 布对细菌的抑制作用较强 ∀这说明 ≥≤2对

非织造布与纯棉机织物均有良好的抗菌效果 ∀≥≤2

是非离子型抗菌剂 特别适于涤纶 !锦纶制品 ∀

又属于非溶出型整理剂 只需创造一定的物理条件 

抗菌剂本身所带的活性基团便可与纤维上大分子基

团发生键合作用≈
产生持久抗菌效果 而且安全性

好 ∀此外 由图 可看到 整理前的棉布抗菌性好于

整理前的水刺布 !热轧布 这说明非织造布更易遭受

细菌的污染 对其进行抗菌整理更显必要 ∀

11  ≥≤2整理后抗菌性  用 ≥≤2整理前

后非织造布和机织棉布的抗菌性见图  !图  ∀

图 2  ≥≤2整理的非织

造布的抗菌性

图 3  ≥≤2整理的棉

织物的抗菌性

  由图  !图 可看出 整理后的试样的曲线位置

近乎水平 这表明细菌生长一直被限制在生长周期

的停滞期内 繁衍速度极慢 ∀与 ≥≤2的抗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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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比 ≥≤2的抗菌效能更加优越 ∀这是因为

≥≤2作为 ≥≤2发展型产品 主要成分是带有

吡卜酰胺结构的氯苯咪唑类高分子化合物 其抗菌

活性基团更易与纤维上大分子基团形成牢固键合

力 并作用于细菌的细胞壁 使其缺损 引起细胞内

胞浆物流失及变性 从而杀死细菌≈ ∀水刺非织造

布比热轧非织造布效果更明显 这是因为水刺非织

造布拥有更为蓬松的结构 但这种差异较小 ∀

11  ≥≤2浓度不同的抗菌性  为了更好地探

究抗菌剂浓度对效果的影响 在轧液率保持不变的

情况下 分别配成  Π! Π!1 Π! Π

种浓度做整理 结果表明抗菌剂浓度越大 抗菌效果

呈现越来越好的趋势 ∀但总体相差不大 ∀尤其在浓

度  Π与  Π之间 !1 Π与  Π之间 其

抗菌效果相差更是微乎其微 ∀

212  抗菌整理后非织造布的其它性能测试

  抗菌整理后非织造布的吸湿 !透湿 !抗弯刚度性

能的测试结果见表  ∀
表 1  抗菌整理后非织造布吸湿 !透湿 !抗弯刚度性能

布类
回潮率

  

透湿量 ΩςΤ

Π#

抗弯刚度 Β

#

空白热轧布      

      

      

      

      

      

空白水刺布      

      

      

      

 )    

      

  注 表示整理的水刺非织造布 表示整理的热轧非织造布 

   表示 ≥≤2 种浓度分别为  Π! Π!1 Π! Π

表示整理剂 ≥≤2 ∀

11  抗菌整理对非织造布吸湿性的影响  由表 

看出整理后的非织造布吸湿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 这是因为抗菌剂中含有微量亲水基团的缘故 ∀

其中 的吸湿性能为最好 ∀这有利于医用卫生材

料的使用 ∀

11  抗菌整理对非织造布透湿性的影响  因为

纤维上大分子基团与抗菌高分子化合物的结合 抗

菌剂的填充 使非织造布密实化 阻碍了水分子的顺

畅通过 所以从表 看出 抗菌整理后 种布的透湿

性均随抗菌剂浓度的增加而下降 说明抗菌剂浓度

越大 填充效果越明显 ∀由于热轧布与水刺布加固

方式的不同 热轧布中轧点区不利于透湿 而与水刺

布面成垂直状态的水刺针孔则有利于透湿 ∀在整理

加工中机械力的作用又使 种布的结构变化有所不

同 水刺布的部分水针孔痕受到封堵 所以透湿性能

比整理前有所下降 热轧布的轧点区结构受到破坏 

增加了原本成膜片状的不透湿区的透湿性 所以整

理后热轧布的透湿性有所上升 ∀

11  抗菌整理对非织造布刚柔性的影响  由表 

看出 ≥≤2整理后的非织造布 柔软度下降 ∀随

着浓度的增大 柔软度越来越差 ∀这主要是因为纤

维与高分子抗菌基团结合 相互交联产生牵制强力 ∀

然而经 ≥≤2整理后的非织造布柔软度却有所增

加 ∀这主要因为沸煮  工艺使纤维之间松懈 

缠结力削弱 结合变松而使柔软度增加 尤其是靠纤

维摩擦力缠结而成的水刺布变化非常明显 而对于

热轧布这种作用仅发生在非轧点区 所以变化较小 ∀

3  结论及存在的问题

  抗菌剂 ≥≤2和 ≥≤2对纯涤纶 !木浆复合

涤纶非织造布有较强的抗菌效果 其中 ≥≤2的

效果更为明显 抗菌剂 ≥≤2和 ≥≤2整理的非

织造布 不但拥有优越的抗菌性 而且对非织造布的

吸湿性 !透湿性 !柔软度无明显的不良影响 ∀

存在问题 在抗菌性测试中 由于只取  和

 个点来表征细菌生长曲线 故未反应出抗菌

剂在  之前的短期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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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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