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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制了抗菌粉体分散体系 通过后整理技术实现了非织造布材料的抗菌功效 ∀采用抑菌圈法 测定了抗

菌非织造布材料的抗菌效果 通过实验分析了非织造布纳米银粉含量与抗菌效果之间的关系 确定了适合不同纤

维材质的纳米银粉用量范围 即丙纶基非织造布   ∗     粘胶基非织造布   ∗     棉基非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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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织造布材料进行抗菌整理 使其广泛应用

于医疗 !卫生领域 但抗菌整理一般多采用常规的有

机抗菌材料≈  ∀将纳米银抗菌粉体施加到非织造

布材料上≈ ∗ 
能赋予其高效抗菌功能 产品可广泛

用于医用绷带 !敷料等 ∀由于纳米银抗菌粉体不溶

于水 而纺织材料的后整理一般都是以水为介质进

行加工 所以必须先制备一个稳定的抗菌粉体分散

体系 然后通过后整理技术使非织造布材料具有抗

菌功效 ∀因此 本文主要研究纳米银抗菌粉体的水

性分散体系的制备和抗菌整理工艺参数的优化 ∀目

前国内外的抗菌整理多以机织或针织物为基质 !采

用液体抗菌整理剂进行≈ ∗ 
而以固体抗菌剂 特别

是纳米材料 对非织造布进行抗菌整理尚不多见 ∀

研究中技术难点之一是制备高度分散稳定的抗菌

浆 这是因为纳米材料在应用中具有其特有的/ 三

化0问题 即分散化纳米材料分散在产品中 !均匀

化纳米材料分布均匀和稳定化纳米材料未产生

/二次团聚0 ∀特别是纳米材料的分散稳定性问题

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成为应用中的瓶颈 ∀因此 研

究重点应集中在如何通过选择高效的分散设备 !分

散手段和助剂复配体系 获得具有较好分散稳定性

的抗菌浆 ∀另一技术难点是整理技术的合理选择以

及整理工艺的优化 本文通过大量的试验 获得了合

适的并可应用于产业化的工艺路线及工艺参数 ∀

1  试验部分

111  材料与设备

  抗菌浆自制 粘合剂 2 !°⁄ !  !×⁄!

≤°⁄强力压染机 电热鼓风干燥箱 ∀



丙纶基非织造布 !粘胶基非织造布含  涤

纶 !棉基非织造布 ∀

1 .2  方  法

抗菌整理 非织造布浸轧工作液室温 一浸一

轧 带液率    ψ烘干 ∗  ε   ψ焙烘

 ∗  ε  ∗   ∀

1 .3  抗菌效果检测(抑菌圈法)

113 .1  材  料

培养基 ∏2 米2欣琼脂   

菌种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 深圳市药检所提

供 ∀试验菌液的制备 将试验菌株接种到  液体

培养基中 在 ε 振荡培养  ∗  得浓度为



≤ƒΠ的菌液备用 ∀

113 .2  方  法

将培养基加 热到  ∗  ε 然 后采 用

1 ƒ中的方法 准备  ≅ 
 悬浮

菌液备用 剪下用  的异丙醇处理过的敷料直

径约 直径可不拘于 但所有样品大小必须

一致 ∀然后将菌液接种至   中 菌液浓度  ≅



稀释比Β  每个培养皿倒入接种后的菌液

约 在室温固化 再用消过毒的镊子夹往敷料

样品 用无菌水润湿 将其放在固化过的培养基平板

上 用镊子轻轻地将整块敷料完全贴在平板上 在

 ∗  ε 下培养 最后测量抑菌圈大小 ∀

抑菌系数计算公式为

抑菌系数  试验样抑菌圈直径  Π对照样

抑菌圈直径  

式中 对照样为成品纳米银纱布 ∀

2  结果与讨论

211  粘合剂的选择

  由于纳米银粉体对各种纤维材质无亲和力 因

此若将其施加 !固着在非织造布基质上必须借助粘

合剂的粘合作用 ∀粘合剂的选择就尤为重要 ∀由于

本文研制产品的最终用途是医用材料 因此在粘合

剂的选择上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所用粘合剂无毒 !对

皮肤无刺激性及过敏反应 整理后产品手感柔软 一

次性牢度好 但对耐洗牢度不作过高要求 ∀根据上

述要求 选择了 只环保型印花粘合剂 !只非织造

布粘合剂用不同用量做了对比研究 因对产品牢度

要求不高 重点对手感进行了考察 结果见表  ∀

表 1  粘合剂的应用效果对比

粘合剂种类 用量Π
效果评价

粘合牢度 手感

2 1 无掉粉现象 好

2 1 无掉粉现象 差

°⁄ 1 无掉粉现象 好

°⁄ 1 无掉粉现象 好

  1 轻微掉粉 好

  1 无掉粉现象 一般

×⁄ 1 无掉粉现象 一般

×⁄ 1 轻微掉粉 差

≤°⁄ 1 无掉粉现象 较好

≤°⁄ 1 无掉粉现象 好

  注 布面含粉率为   ∀

  从表 可以看出 粘合剂 °⁄ 和 ≤°⁄效果好 

由于 ≤°⁄味道稍大 因此最终选定粘合剂 °⁄ 用

量   ∀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粘合剂 °⁄ 属环保型

粘合剂 但对人体是否有不利影响 尚需做进一步的

验证 ∀

2 .2  纳米银最佳用量的确定

显然 施加到基布上的纳米银越多 抗菌效果越

好 但从原料成本 !加工成本以及整理后产品的其它

性能如粘合牢度 !敷料手感等角度综合考虑 应选

择适量的范围 ∀为了探讨基布上纳米银含量与实际

抗菌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确定其最佳使用量 

先后对不同材质的非织造布做了 个批次的试验 

试验结果与分析如下 ∀

212 .1  丙纶基非织造布

丙纶基非织造布上不同纳米银含量与抗菌效果

的关系如图 所示 ∀

图 1  丙纶基非织造布的抗菌效果
 

从图 可见 当纳米银粉含量为  时 抗金黄

色葡萄球菌能力达到最大 而含量较低  ∗   

时对大肠杆菌无抑菌作用 含量稍高  ∗   时

抑菌作用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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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2  粘胶基非织造布(含 30 %涤纶)

粘胶基非织造布上不同纳米银含量与抗菌效果

的关系如图 所示 ∀

图 2  粘胶基非织造布的抗菌效果
 

由图 可知 随着纳米银粉含量的增加 其对各

种细菌的抑菌作用均显著增加 当含量为   ∗

 时基本均达到最高值 并全面超过对照样纳米

银抗菌纱布 但当纳米银粉含量进一步增加时 抗

菌系数反而下降 这与布面纳米银粉均匀度下降

有关 ∀

212 .3  棉基非织造布

棉基非织造布上不同纳米银含量与抗菌效果的

关系如图 所示 ∀

图 3  棉基非织造布的抗菌效果
 

由图 可知 随着棉基非织造布上纳米银粉含

量增加 抑菌作用也随之提高 但图中个别数据

   出现异常波动 这与试验所用棉基非

织造布本身的强度和抗菌测试时取样不妥有关 ∀由

于强度极低 在试验过程中非织造布发生一定程度

      

的变形 导致布面纳米银分布不匀 ∀

3  结  论

通过系列试验 确定了纳米银抗菌非织造布的

最佳加工路线 即先制备分散稳定性较好的纳米银

抗菌浆 再通过抗菌整理技术将纳米银施敷 !固着在

纤维基质上 ∀通过大量试验 制得了分散稳定性较

好的抗菌浆 通过布面纳米银粉含量与抗菌效果之

间的关系 确定了适合不同纤维材质的纳米银粉用

量范围 即丙纶基非织造布的纳米银粉用量为  

∗     粘胶基非织造布的纳米银粉用量为

  ∗     棉基非织造布的纳米银粉用量

为   ∗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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