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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纤维医用敷料的生产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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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制高附加值的功能性医用纺织品 采用高压水力缠结的方法成功开发了壳聚糖纤维医用敷料 ∀对

加工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验和探讨 最终成功试制出具有良好使用性能的壳聚糖医用敷料 同时结合

对医用敷料使用现状所做的分析 说明壳聚糖医用敷料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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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聚糖是将甲壳质进行水解 脱去分子中部分

或全部乙酰基后得到的生物大分子 与甲壳质相比 

壳聚糖不但溶解性大为提高 而且在保湿性 !抗静电

性及物化性质等方面有更好改善 ∀通过湿法纺丝制

成的壳聚糖纤维在润湿时有非常好的抗张强度 在

其纤维的大分子结构中含有羟基和氨基 种官能

团 兼有纤维素和蛋白质纤维的官能团特征≈
具有

相当的生物活性 !相容性和可降解性 因而 壳聚糖

在农业 !医药 !纺织及食品等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在市

场 ∀本文主要研究了壳聚糖纤维的制备及其性能 ∀

1  壳聚糖纤维医用敷料的制备

111  壳聚糖纤维的制备方法及性能

  由于壳聚糖在熔融之前就分解 因此无法进行

熔融纺丝 只能进行溶液纺丝 一般采用湿法纺丝 

其制备工艺流程为≈
壳聚糖溶解 ψ纺丝原液加

压 ψ过滤减压 !脱泡 ψ贮浆桶加压 ψ计量泵 ψ

过滤器 ψ喷丝板 ψ凝固浴 ψ牵引 ψ水浴拉伸 ψ牵伸

ψ喷淋 !洗涤 ψ烘燥 ψ成品壳聚糖纤维 ∀

壳聚糖纤维滑 !散 抱合力差 纤维卷曲度较低 

其横截面及外观与涤纶近似 ∀壳聚糖纤维的物理性

能见表  为更好地进行比较 在表中还列出了棉和

粘胶纤维相对应的指标≈ ∀
表 1  壳聚糖纤维的力学性能及与棉和粘胶纤维的对比

纤维品种 长度Π
断裂强度Π

#¬

断裂伸长率Π


线密度Π
¬

壳聚糖纤维  ∗  1 ∗ 1  ∗  1 ∗ 1

棉  ∗  1 ∗ 1  ∗  1 ∗ 1

粘胶
棉型 

毛型 
1 ∗ 1  ∗  1 ∗ 1

  表 中的数据表明 壳聚糖纤维的强度要低于

棉和粘胶纤维 纤维线密度处于棉和粘胶纤维之间 

这给壳聚糖医用敷料的加工带来了一定难度 ∀



112  壳聚糖纤维医用敷料的试制及性能

本文实验所用壳聚糖医用敷料采用高压射流的

方法生产 ∀利用高压水针对已经梳理好铺放在网带

上的壳聚糖纤网进行喷射 使纤网正反两面受到不

同方向射流的作用而相互缠结 从而达到加固纤网

的目的 整个生产过程没有任何污染 因而清洁干

净 ∀壳聚糖医用敷料生产工艺流程 纤维 ψ开松 ψ

梳理 !铺网 ψ水刺加固 ψ烘干 ψ卷取 ∀

由于壳聚糖纤维的强力偏低 再加上纤维卷曲

较少等缺点 要仔细筛选壳聚糖医用敷料的加工工

艺参数 ∀实验在国产水刺生产线上进行 在加工过

程中通过对以下 方面进行反复实验 最终摸索出

了最佳工艺参数 ∀

11211  梳  理

须对纤维进行开松 由于壳聚糖纤维的强力较低 

因而对纤维的作用要柔和 尽量避免对纤维的损伤∀

由于壳聚糖纤维滑 !散 卷曲度低 为使成网均

匀 避免出现梳理过度等问题 在梳理成网时须根据

纤维长度及产品定重适当调整梳理机隔距 同时根

据情况添加对皮肤无刺激的助剂 如黄酸脂类 !液态

石蜡和聚乙烯醇类油剂等 以确保纤网具有良好的

均匀度 ∀

11212  水  刺

对于不同面密度的纤网应选择适宜的水刺压力

和生产速度 ∀速度变化范围为  ∗  Π时对壳

聚糖纤网的正 !反面进行加固 水刺压力的设定是先

低后高 前面 个水刺头主要使纤维缠结 后面水刺

头对布面的外观质量和均匀性进行修补 压力可以

在  ∗  °内调整 ∀

11213  牵  伸

由于壳聚糖纤维强力较低 为避免生产时对纤

维的损伤 应该在各水刺辊之间设定合理的牵伸以

补偿纤维所产生的自然牵伸 ∀生产时牵伸的设定应

视产品定量 !质量要求及生产状况以布面不起皱为

依据 ∀

11214  烘  燥

壳聚糖是带正电荷的纤维 烘干的温度不能过

高 以免纤维产生脆断 一般烘燥温度控制在  ∗

 ε 既保证蒸发纤网多余水分 又不会使产品

发硬 ∀

11215  过  滤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要避免纤网沾染任何带菌

物 密切注意循环水的洁净度 采用多级过滤 加大

过滤效果 保证连续化生产 ∀

11216  壳聚糖纤维医用敷料性能测试

采用  型万能电子试验机对壳聚糖医

用敷料的拉伸性能进行测试 拉伸速度 Π

隔距 试样宽度  吸水量测试采用了筛网

法 ∀测试结果及与纯粘胶无纺纱布的对应性能见

表  ∀组数据的对比表明了壳聚糖医用敷料在吸收

性能上与纯粘胶非织造纱布相似 但平均断裂强度

要低 1  这主要是由于粘胶纤维的强力高于壳

聚糖纤维的强力 ∀
表 2  壳聚糖纤维医用敷料的拉伸和吸收性能

试样   
面密度Π

#

厚度Π


⁄ ≤⁄

断裂强度Π

#  

断裂伸长率Π


断裂强度Π

# 

断裂伸长率Π


吸水量Π

#

吸水时间Π


壳聚糖医用敷料  1 1 1 1 1 1 1

纯粘胶无纺纱布  1 1 1 1 1 1 1

  注 ⁄为沿着机器的运行方向 ≤⁄为垂直于机器的运行方向 ∀

2  壳聚糖纤维医用敷料的市场前景

棉纱布是我国生产和使用量最大的医用敷料 

但是它易干燥 在除去时还易从伤口表面粘连一些

正常的组织≈ ∀现在欧 !美 !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医

用敷料已用非织造布逐步取代棉纱布 此外 国外医

学领域已经开始应用生物可吸收功能材料 这类材

料具有良好的生体组织适应性 !血液适应性和生体

可吸收性 因而备受推崇 其中甲壳素以丰富的资源

和独特性能而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焦点 已经开发

出可吸收缝合线 !人造皮肤及体表止血敷料等产品 

并已临床应用 ∀

目前 我国对壳聚糖医用敷料的开发 !生产和使

用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由于该产品相对于棉纱布

具有更好的生物相容性 !生物活性 !抑菌 !止血镇痛

性能 不会产生敷料下积液问题 因此 有利于伤口

的快速愈合 减轻病人的痛苦 ∀通过市场调查预测 

国内每年对壳聚糖医用敷料的需求在 万片以

上 以每片价格 元计算 高达 1亿元 ∀目前 国

际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可以卖到美元Π片 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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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改进后转杯杆的变形分解
 

 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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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θ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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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材料取合金钢 Ε   °Ι  1 ≅


 



θ   Π 则 φ¬   1 ≅ 


 因

为对称关系 可知 φ¬   1 ≅ 


∀

由图 可知 以 ΒΧ及 Α∆为支撑点的最大挠度

截面不在一个平面内 两者距离1  ∀故转杯杆

最大挠度必定小于 φ¬和 φ¬两者竖直分量的代

数和 即

φ¬  φ¬ 1

φ¬   ≅ 1 ≅ 1 ≅ 


φ¬  1 ≅ 




313  改进前后转杯杆弯曲变形比较

原支撑轮转杯杆的 φ¬  1 ≅ 




  所以 改进后转杯杆变形量 
1  1

1 

1  即理论上改进后转杯杆变形量减小超过

1  ∀

4  结  语

本文基于实用新型专利 ≤1 从支撑

轮的受力情况和转杯杆的应力应变情况分析了改进

装置的优点 ∀分析表明 在不改变支撑轮其它因素

的情况下 装置改进后支撑轮表面所受压力减小

1  转杯杆变形量减小 1 以上 ∀这将有利

于提高支撑轮的使用寿命和纺杯杆支撑装置的动态

稳定性 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支撑轮式转杯纺纱机

的纺纱速度 ∀该装置已进入实验室试验阶段 本文

仅从理论角度对支撑轮的受力状态进行分析 具体

的数据验证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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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相比 国际市场上的利润空间更大 因而具有

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

3  结  语

本文中壳聚糖纤维医用敷料采用对环境无污染

的环保方法生产 是具有可塑性强 透气 !透湿性好 

抑菌促愈及止血 !镇痛等特性的功能性材料 可在医

学领域被广泛应用 如人造皮肤 !功能性敷料及止血

棉等 ∀经过性能测试表明 试制的壳聚糖医用敷料

的平均断裂强度约比纯粘胶无纺纱布低 1  二

者在吸收能力上相近似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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