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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渊聚氨基葡萄糖冤是甲

壳素脱乙酰化的产物袁是一种直链

状高分子化合物袁由 晕原乙酰原阅原氨
基葡萄糖单体通过 茁原员袁源原糖苷键

连接起来袁是自然界中唯一带正电

的再生纤维遥
壳聚糖具有优异的抗菌尧消

臭尧吸湿尧保湿和生物相容性等生

物活性袁其降解的产物对人体无毒

副作用袁在体内不会积蓄袁无免疫

原性袁因而壳聚糖纤维在生物医学

领域有着极广阔的应用前景曰另
外袁 壳聚糖纤维具有广谱抗菌性袁
对大肠杆菌尧 金黄色葡萄球菌尧革
兰氏菌等具有优良的抗菌性能遥

将壳聚糖纤维与棉尧 黏胶尧莫
代尔尧 麻赛尔等纤维素纤维混纺袁
所得织物既能具有纤维素纤维吸

湿性好尧手感柔软尧穿着舒适等优

点袁又兼备抗菌防臭的功能袁可用

于制作男女内衣尧婴儿服尧袜类尧床

上用品等接触皮肤类纺织制品袁其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遥

壳聚糖纤维与渊再生冤纤维素

纤维混纺产品的抗菌防臭效果与

产品中壳聚糖的含量直接相关遥
因此通过恰当的染整工艺袁最大限

度地保留织物纤维中壳聚糖的含

量是加工的关键遥 本文即对莫代

尔尧棉尧壳聚糖纤维混纺织物的染

色前处理工艺进行优化袁 以确保

织物纤维中壳聚糖含量损失最

少遥
员 实验

员援员 材料与设备

员援员援员 织物

莫代尔尧棉尧壳聚糖纤维渊比例

为远园颐猿园颐员园冤混纺汗布袁员源援愿 贼藻曾伊圆遥
员援员援圆 试剂

氢氧化钠尧氯化钠渊均为上海

试剂一厂冤尧 无水硫酸钠尧 冰醋酸

渊均为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冤袁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曰精练剂

栽匀砸原圆园猿渊上海润基纺织材料有限

公司冤尧 精练剂 阅载粤原员缘园尧 精练剂

阅酝原员员员远 渊广东德美化工有限公

司冤尧精练剂 匀杂蕴尧27%双氧水渊上
海远大化工有限公司冤尧 双氧水稳

定剂 宰孕原员 渊上海润基纺织材料有

限公司冤尧聚乙烯硫酸钾渊日本和光

纯药工业株式会社冤尧甲苯胺蓝渊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冤等遥
员援员援猿 设备

常温常压染色机渊苏州丝达乐

印染机械有限公司冤尧电子天平渊梅
特勒原托利多公司冤尧愿缘原员粤 磁力搅

拌器渊上海梅颖浦仪器仪表制造有

限公司冤等遥
员援圆 前处理工艺

精练工艺条件院
精练剂 员援缘 早/蕴
氢氧化钠 曾 早/蕴
温度 t 益

壳聚糖纤维混纺织物前处理工艺研究

许畅袁王俊丽

渊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袁上海 201504冤
摘要院莫代尔尧棉尧壳聚糖纤维混纺织物前处理时袁为确保织物纤维中壳聚糖含量损失最少袁对其精练

过程中的温度尧pH值尧精练剂以及氧漂过程中双氧水浓度尧双氧水稳定剂浓度进行了因素分析袁通过检测

织物中壳聚糖含量尧织物的胀破强力以及织物表面含杂的情况袁确定了壳聚糖纤维混纺织物前处理的最

佳工艺院精练时袁温度95 益袁精练剂选用THR-203袁用量1.5 g/L袁氢氧化钠0.6 g/L 渊调节pH值至11.5冤曰氧
漂时袁精练剂THR-203用量1.2 g/L尧氢氧化钠1.5 g/L袁双氧水3 g/L袁双氧水稳定剂WP-1用量为3 g/L遥 经最

佳精练工艺和最佳氧漂工艺条件处理织物后袁织物的强力可满足服用要求袁壳聚糖含量损失较少袁布面杂

质少袁达到了染色半制品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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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源园 皂蚤灶
浴比 员颐员猿
氧漂工艺条件院
精练剂 赠 早/蕴
氢氧化钠 员援缘 早/蕴
圆苑豫双氧水 扎 早/蕴
双氧水稳定剂 憎 早/蕴
温度 怨缘 益
时间 源园 皂蚤灶
浴比 员颐员猿

员援猿 壳聚糖含量测试

称取 员 早 壳聚糖纤维混纺织

物袁剪碎袁溶解于 员园园 皂蕴尧员.0豫醋

酸溶液中袁搅拌 源 澡 后袁取 缘 早 该溶

液置于 员缘园 皂蕴 锥形瓶中袁加入 缘园
皂蕴 蒸馏水后袁滴入 源 滴 园援员豫甲苯

胺蓝指示剂袁 此时溶液呈蓝色袁用
聚乙烯硫酸钾标准滴定液进行滴

定遥 当溶液颜色由蓝色变为紫红

色袁并在 20 s 内不褪色时认定到达

滴定终点遥
读取聚乙烯硫酸钾滴定液的

滴定体积 V 1曰按上述同样的方法进

行空白滴定袁并读取所消耗的聚乙

烯硫酸钾体积 V 2遥
壳聚糖含量 G 的计算公式为院
W 1=C伊f伊渊V 1-V 2冤伊0.001伊161.15伊

100/5 渊1冤
W 2=C伊f伊渊V 1-V 2冤伊0.001伊203.19伊

100/5伊渊1-D冤/D 渊2冤
G=渊W1+W 2冤伊100豫 渊3冤

式中院 W 1 为待测样品中壳聚糖纤

维脱去乙酰基的纤维质量袁g曰W 2 为
待测样品中壳聚糖纤维未脱去乙酰

基的纤维质量袁g曰C为聚乙烯硫酸钾

滴定液的浓度袁0.002 5 mol/L曰 f 为聚

乙烯硫酸钾滴定液的系数袁1.01曰D
为壳聚糖渊纤维冤的脱乙酰度遥
员援源 胀破强力测试

按照 郧月/栽 苑苑源圆援员 要圆园园缘 叶纺
织品织物胀破性能 第 员 部分院胀
破强力和胀破扩张度的测定 液压

法曳的要求对织物进行测定遥

圆 结果与讨论

圆援员 精练条件对壳聚糖含量的影响

圆援员援员 精练温度的影响

按照 员援圆 中所述的精练工艺条

件进行实验袁 精练剂选择 DXA-
150袁氢氧化钠用量 园援缘 早/蕴袁改变精

练温度袁其对织物纤维中壳聚糖含

量尧织物的胀破强力以及织物的除

杂效果的影响结果如表 员 所示遥

由表 员可看出袁 不同精练温度

对织物纤维中壳聚糖含量的影响不

大袁但是 远园耀愿园 益精练后袁织物表面

杂质情况明显比在 怨缘 益条件下精

练后的多遥 这是由于壳聚糖纱线生

产技术的限制无法纺成纯的壳聚糖

纱线袁只能生产出壳聚糖混纺渊壳聚

糖与棉尧莫代尔尧麻赛尔等其中的一

种或几种混纺冤纱线袁这些混纺纱线

中含有大量的杂质油脂尧 蜡质尧果
胶尧色素尧棉籽壳等袁低温下不易去

除袁温度越高去杂效果越好曰但是随

着温度的升高袁 织物强力下降也会

越厉害遥 综合考虑织物纤维中壳聚

糖含量尧 织物强力和织物表面去杂

效果袁选择 怨缘 益对壳聚糖纤维混纺

织物进行精练遥
圆援员援圆 精练 责匀 值影响

按照 员援圆 所述精练工艺条件进

行实验袁加入氢氧化钠以调节精练

液的 责匀 值分别为 员圆援缘尧员员援缘尧员园援缘尧
怨援缘尧愿援缘袁在 怨缘 益条件下处理织物袁
精练剂选择 DXA-150袁 然后测定织

物纤维中壳聚糖的含量尧 织物的胀

破强力以及织物的除杂效果袁结果

如表 圆 所示遥

由表 圆 可看出袁 随着 责匀 值的

升高袁织物纤维中壳聚糖的含量随

之增加袁责匀 值为 员圆援缘 时袁壳聚糖含

量最高遥 这可能是因为壳聚糖纤维

混纺面料中不仅含有壳聚糖袁还含

有甲壳素袁甲壳素在强碱性条件下

会脱去乙酰胺基而形成氨基袁这样

精练过程中虽然损失了一部分壳

聚糖袁但是又有一部分甲壳素转化

为新的壳聚糖袁 所以在 责匀 值越高

的情况下精练袁 壳聚糖含量也越

高遥 但是袁随着溶液 责匀 值的升高袁
混纺织物的强力会随之下降袁在
责匀 值大于 员员援缘 后强度下降得尤其

明显遥 因此袁选择 责匀 值为 员员援缘渊氢
氧化钠浓度为 园援远 早/蕴冤为宜遥
圆援员援猿 精练剂种类的影响

按照 员援圆所述精练工艺条件进

行实验袁选择氢氧化钠用量 园援远 早/蕴袁
分别加入精练剂 栽匀砸原圆园猿尧阅载粤原
员缘园尧DM原员员员远和匀杂蕴 渊用量均为 员援缘
早/蕴冤袁在 怨缘 益处理织物袁织物纤维

中壳聚糖含量的变化如表 猿 所示遥

由表 猿 可看出袁不同精练剂对

织物纤维中壳聚糖含量的影响差

精练剂 壳聚糖含量/%
THR-203 9.68
DXA-150 9.54
HS-1116 9.65

HSL 9.60
注院原坯布中壳聚糖含量为 10.15%遥

pH值
壳聚糖

含量/%
胀破强

力/kPa 去杂效果

12.5 9.85 320 干净

11.5 9.82 380 干净

8.5 9.40 460 不干净

注院原坯布中壳聚糖含量为 10.15%袁
胀破强力为 500 kPa遥

10.5 9.63 415 不太干净

9.5 9.58 432 不干净

精练温

度/益
壳聚糖

含量/%
胀破强

力/kPa
去杂

效果

60 9.52 485 不干净

70 9.58 460 不干净

80 9.56 432 不干净

95 9.62 390 干净

注院原坯布中壳聚糖含量为 10.15%袁
胀破强力为 500 kPa遥

表 1 精练温度的影响

表 2 精练 pH值的影响

表 3 精练剂种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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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大袁 但是实践发现袁 经 栽匀砸原
圆园猿 精练后的布面上的杂质含量比

经其他 猿 种精练剂精练后的少袁故
选择精练剂栽匀砸原圆园猿遥
圆援圆 氧漂条件对壳聚糖含量的影响

圆援圆援员 双氧水用量的影响

按照 员援圆 中所述的氧漂工艺条

件进行实验袁精练剂选择 栽匀砸原圆园猿
用量 员援圆 早/蕴袁 双氧水稳定剂 WP-1
用量 园援缘 早/蕴袁研究双氧水用量对织

物纤维中壳聚糖含量和织物胀破

强力的影响袁结果如表 源 所示遥

由表 源 可看出袁双氧水浓度对

壳聚糖含量的影响差别不大曰从外

观上看袁双氧水用量在 圆耀源 早/蕴 时袁
织物的杂质含量差别也不大袁但是

当双氧水浓度大于 猿 早/蕴 时袁 随着

双氧水浓度的提高袁织物的胀破强

力呈下降趋势遥 因此袁综合考虑选

择双氧水用量为 猿 早/蕴遥
圆援圆援圆 双氧水稳定剂用量的影响

按照 员援圆 中所述的氧漂工艺条

件进行实验袁精练剂选择 栽匀砸原圆园猿

用量 员援圆 早/蕴袁 双氧水用量为 猿 早/蕴
时袁研究双氧水稳定剂的用量对织

物纤维中壳聚糖含量的影响袁结果

如表 缘 所示遥

由表 缘 可看出袁随着双氧水稳

定剂 WP-1用量的增加袁 织物纤维

中的壳聚糖含量也随之增加袁但是

与其用量超过 猿.0 早/蕴 以后袁 壳聚

糖含量变化不大袁所以选择双氧水

稳定剂用量为 猿.0 早/蕴遥
猿 结论

壳聚糖纤维混纺面料中一般

含有渊再生冤纤维素纤维遥 原棉渊或
麻尧树木等冤在生长的过程中袁由于

季节尧气候尧土壤和营养等影响袁它
们的品质有很大差异遥 因此纤维中

除含有主体纤维素部分以外袁还含

有少量的伴生物或共生物如蜡状

物质尧灰分尧果胶质等杂质曰并且在

后续的纺纱过程中会不小心加入

其他杂质曰在织造过程中为防止断

纱也会加入纺织油剂等袁这些杂质

的存在将严重影响织物的渗透性袁
因此壳聚糖混纺面料必须通过前

处理去除这些杂质遥
前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染

料在壳聚糖混纺面料织物上的上

染均匀性遥 前处理干净袁则织物渗

透性好袁 染液易于渗入纤维内部袁
使染料均匀地吸附在纤维上袁加碱

固色后就不易形成色花曰如果织物

渗透性不好袁必然是织物上的油剂

等杂质未去除干净或去除不匀所

致曰另外由于染料大分子本身也有

强的疏水性袁根据极性相吸的原理袁
其会更加趋向于织物上的杂质部

分袁造成染料上染纤维的不均匀性袁
结果导致产生块状色花或色渍遥

经多次工艺优化实验袁确定了

莫代尔尧棉尧壳聚糖混纺面料的最

佳精练工艺为院 精练剂 栽匀砸原圆园猿
用量 员援缘 早/蕴袁氢氧化钠 园援远 早/蕴渊调
节 pH 值为 11.5冤袁95 益精练曰莫代

尔尧棉尧壳聚糖混纺面料的最佳氧

漂工艺为院 精练剂 栽匀砸原圆园猿 用量

员援圆 早/蕴袁 氢氧化钠 员援缘 早/蕴袁圆苑豫双

氧水 猿 早/蕴袁 双氧水稳定剂 WP-1
为 猿 早/蕴遥

实践证明袁经此工艺处理过的

织物袁表面基本无杂质袁满足了染

色的要求袁且织物的胀破强力满足

服用性能要求遥
注院本文为野第 圆源届渊圆园员员年冤全国

针织染整学术研讨会冶优秀论文遥

收稿日期 圆园员员 年 愿 月 圆源 日

双氧水稳定剂WP-1/渊g窑L-1) 壳聚糖用量/%
0.5 9.34
1.0 9.42
2.0 9.50
3.0 9.64
5.0 9.61

注院原坯布中壳聚糖含量为 10.15%遥

27%双氧水/
渊g窑L-1冤

壳聚糖含

量/%
胀破强力/

kPa
2 9.28 375
3 9.34 384
4 9.32 381
5 9.24 370

注院原坯布中壳聚糖含量为 10.15%袁
胀破强力为 500 kPa遥

表 4 双氧水用量的影响

表 5 双氧水稳定剂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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