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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医用敷料的羧甲基纤维素纤维

秦益民
嘉兴学院 生化材料研发中心 浙江 嘉兴  

摘  要  为了改善纤维的吸湿性能 采用氯乙酸处理纤维素纤维来制备羧甲基纤维素纤维 ∀通过控制氯乙酸和纤

维的质量比得到不同反应程度的羧甲基纤维素纤维 ∀实验结果显示 由于处理后纤维的结构中含有高吸水性的羧

甲基基团 处理后的纤维比初始纤维有更高的吸湿性 ∀当被加工成医用敷料后 这种具有高吸湿性的羧甲基纤维

素纤维可以吸收大量的伤口渗出液 ∀羧甲基纤维素纤维可以把液体吸收进纤维内部 使纤维在吸湿后转化成一种

水凝胶体 在伤口上可以形成一个适合创面愈合的潮湿环境 在伤口护理中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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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纤维素为原料的医用敷料在医疗卫生行业的

应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尽管目前新技术和新材料

不断涌现 但传统的棉纱布仍然是伤口护理中使用

的主要材料 粘胶非织造布产品在医疗卫生行业也

有很多应用 ∀

由于纤维素纤维是一种亲水性纤维 棉和粘胶

等纤维素类纤维有较好的吸水性 因此棉和粘胶纤

维特别适合于制备创面用敷料 ∀但由于纤维素是一

个有规的线形高分子 并且结构中有较多的极性基

团 纤维素类纤维有较高的结晶度 遇水后的溶胀度

不高 ∀伤口渗出液主要被吸收在纤维与纤维之间的

毛细孔中 而纤维本身的吸水性有限 ∀使用过程中 

棉和粘胶类纤维素纤维在创面干燥后容易与创面的

皮肤组织粘连在一起 在去除敷料时使皮肤组织拉

伤 这是传统创面用敷料的一个主要缺陷 ∀本文研

究了制作医用敷料的羧甲基纤维素纤维 ∀

1  纤维素纤维的羧甲基化处理

  许多纤维素通过化学处理可被转化成水溶性高

分子≈ ∀羧甲基纤维素≤≤就是一种水溶性纤维

素衍生物 ∀从化学的角度来看 ≤≤ 可以在碱性条

件下用氯乙酸处理纤维素来制备≈ ∀通过控制反应

条件可以把纤维素的羧甲基化控制在不同的程度 ∀



羧甲基化处理也可以用来把棉和粘胶纤维制成

具有高吸湿性的羧甲基纤维素纤维 ∀在纤维素的羟

基上加上羧甲基后 纤维可以有很高的吸湿性 ∀如

果该处理是在有机溶剂中进行的 初始材料的纤维

状结构可以得到保留 ∀这样羧甲基化处理后得到的

纤维可以被进一步加工成创面用敷料 ∀

羧甲基化的程度可以通过控制纤维素和氯乙酸

的质量比来控制 ∀应该控制在使纤维具有高吸湿性

的同时也能在水中保持纤维状的结构 这样可以使

创面用敷料使用后能被完整地去除 ∀如果反应程度

太高 纤维在接触伤口渗出液时会溶解 ∀

在羧甲基化处理时 首先用  水溶液处理

纤维 使纤维素转化成碱纤维素 然后加热 碱纤维

素与氯乙酸反应 ∀纤维素羟基的羧甲基化替代度最

好为 1 ∀

用氯乙酸处理后 纤维用水Π丙酮Π混合溶

液洗涤并用 ≤中和 然后再用水Π丙酮混合溶液洗

涤 最后用纯丙酮洗涤 ∀这样纤维与纤维分离的好 

制成的敷料手感柔软 ∀

图 1  粘胶长丝低粘性创面用针织

敷料湿润后的结构( ≅ 200)

2  羧甲基化纤维素纤维的成胶性能

  图  !分别为粘胶长丝羧甲基化前后制成的低

粘性创面用针织敷料湿润后的结构 ∀由于粘胶纤维

的吸湿性有限 并且长丝之间缺少吸收液体的毛细

孔隙 在图 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尽管针织物中的纤

维都被湿润 但敷料所吸收的液体很少 ∀将图 与

图 相比可发现 羧甲基化后的粘胶纤维在遇水后

高度膨胀形成水凝胶体 ∀当用于有渗出液的伤口上

时 这种羧甲基化后的创面用敷料可以吸收大量的

伤口渗出液 并且在创面上形成一层能辅助伤口愈

合的潮湿环境 ∀

图 2  羧甲基化粘胶长丝创面用针织敷料

湿润后的结构( ≅ 200)
 

图 为羧甲基后棉纤维的成胶性能 ∀该纤维是

用 1倍于纤维质量的氯乙酸处理棉纤维后制备

的 ∀从图 可看到 处理后的纤维在水中高度膨

胀 具有很高的吸湿性 ∀

图 3  羧甲基化后棉纤维的干燥和湿润态结构( ≅ 200)
 

表 为羧甲基化后棉纱布在水和生理盐水中的

吸湿性能 ∀从表 可知 羧甲基化处理对棉纱布的

吸湿性能有明显的影响 ∀当棉纱布和氯乙酸的质量

比为 Β1时 处理后棉纱布对水和生理盐水的吸

收分别比未处理的样品提高 1 和 1  ∀
表 1  羧甲基化后棉纱布在水和生理盐水中的吸湿性能

棉纱布和氯乙酸

的质量比

吸水性Π

#

吸生理盐水性Π

#

Β 1 ? 1 1 ? 1

Β1 1 ? 1 1 ? 1

Β1 1 ? 1 1 ? 1

Β1 1 ? 1 1 ? 1

Β 1 ? 1 1 ? 1

Β1 1 ? 1 1 ? 1

3  Αθυαχελ
ΤΜ水溶纤维敷料

  以 ∏
×为品牌的水溶纤维敷料是一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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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羧甲基纤维素纤维制备的创面用敷料 近几

年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很大的商业成功≈  ∀这种

产品是以溶剂法生产的 ×纤维为原料 用氯乙

酸处理后得到的部分羧甲基化天丝纤维制成针刺非

织造布 ∀该产品中的羧甲基化纤维保持了 ×纤

维的强度和柔软性 有很好的手感 ∀当与水接触时 

由于纤维结构中的羧甲基基团能将大量的水分吸入

纤维的内部 因此 ∏
×与传统的医用敷料有很

大的不同 ∀以棉或粘胶纤维制成的传统材料遇水

后 液体主要被吸收在纤维与纤维之间的孔隙内 吸

收的液体很容易沿着织物扩散 且在受压时吸湿性

能有很大下降 ∀而 ∏
×水溶纤维遇水后 液体

被吸入纤维内部 在吸水后整个敷料形成一种水凝

胶体 ∀因而敷料具有低粘合性 在伤口愈合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地从伤口上去除≈ ∀

  ∏
×水溶纤维敷料与水接触时能把水吸入

纤维的内部 因此具有很高的吸湿性和保湿性 且受

压时也能较好保持 可以很方便地敷贴在伤口上并

从伤口上去除 液体在敷料上被垂直吸收 不会沿着

织物扩散而湿润伤口周边的皮肤 ∀

因为这类敷料具有高吸湿性和形成胶体的能

力 所以可应用在渗出液比较多的伤口上 包括溃

疡 !手术伤口 !植皮伤口 !一度和二度烧伤以及其它

伤口 ∀

国外对 ∏
×水溶纤维在临床上的应用也

有很多报道 ∀文献≈研究了 ∏
×水溶纤维敷

料在临床上的应用 ∀试验时在 个病人身上使用

了该敷料 结果显示 该敷料可以比较方便地放入伤

口并取出 且病人的疼痛感很轻 ∀文献≈研究了

∏
×水溶纤维敷料的抗菌性能 ∀发现由于这种

纤维在吸水后膨胀 敷料中的毛细孔被堵塞 ∀如果

在伤口的渗出液中有细菌和微生物 它们在进入敷

料后会失去活性 ∀这种性能使 ∏
×水溶纤维

敷料具有一定的抗菌性 ∀文献≈介绍了在一个慢性

溃疡伤口上使用 ∏
×水溶纤维敷料的情况 结果

显示 这种敷料能有效地控制伤口上产生的渗出液并

能促进伤口的愈合 ∀使用这种敷料的病人没有出现

伤口渗出液污染衣服的现象 也没有感到伤口所产生

的臭味 并且感到自己的活动能力有所提高 ∀

4  结  语

  纤维素纤维在羧甲基化处理后可以得到吸湿性

很强的羧甲基纤维素纤维 ∀这种改性处理使传统的

以棉或粘胶纤维为原料的医用敷料的性能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 在流血 !流脓的伤口护理中有很好的实用

价值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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