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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甲壳素与季铵化试剂水溶性缩水甘油三甲基氯化铵× ≤反应生成的季铵盐 °×≤ 处理短纤单丝 可产生耐久抗菌

性 织物使用一个月后 对表皮葡萄球菌的灭菌率为 1 至   ∀

关键词 壳聚糖  季铵化脱乙酰甲壳素  织物  抗微生物整理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以天然高分子聚合物壳聚糖为母体季铵化后的

产物 °×≤2为抗菌剂 对丝 !棉等天然织物抗菌整

理后 灭菌性能试验结果优良 ∀

1  ΗΠΤΧ22抗菌剂的合成方法

使已经季铵化的化合物与脱乙酰甲壳素反应 

季铵盐化 ∀可采用水溶性缩水甘油三甲基氯化铵

×≤作为季铵化试剂 反应如下 

2  ΗΠΤΧ22的抗菌试验工艺及监测试验结果

试验材料 支短纤单丝 季铵盐化的脱乙酰

甲壳素°×≤2 交联剂 聚乙二醇缩水甘油醚 ν

 ∀工作液组成 °×≤2 1  交联剂 1  

≤1   1  ∀将短纤丝浸入工作液中 

次 然后将其放在聚乙烯袋中 室温放置  皂洗 ∀

将该丝用喷气织机织成经纬密度为 根Π英寸 ≅ 

根Π英寸的织物 ∀将它叠成 层 制成经纬为  

≅  的多相体系 ∀由 名工作人员分别在自己

家中使用试制的多相体系 个月 ∀

回收后的多相体系用  指示剂溴酚蓝°

作显色反应 检查其抗菌性能≈  ∀ 值在 1以

上 呈蓝紫色 为阴离子型 ∀将用 °×≤2加工的织

物浸渍在 °水溶液中 由于离子键使织物呈现蓝

紫色 这种上色深度和抗菌性的关系如图 所示 ∀

名工作人员监测的结果 如图 所示 ∀

用 °×≤2加工的抗菌性多相体系在使用 个

月后 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抗菌性灭菌率为 1 

图 1  抗菌性和上色深度的关系

图 2  在监测使用后 多相体系的 °上色深度和灭菌率的关系

∗   获得良好的结果 ∀

3  壳聚糖在家用纺织品上的抗菌效果

311  甲壳素处理丝织物的抗菌性[ 3 ,4]

试验材料采用经退浆和精练过的双绉丝织物 ∀

支数 经丝 生丝 ⁄≅ 并丝 纬丝 生丝 ⁄ ≅  ∀

加捻数 纬丝 ≥  根交替 捻Π ∀密度 经 

根Π纬 根Π∀重量 1 Π ∀厚度 1

∀组织 白色平纹布 ∀将织物分为两份 分别进

行常规前处理和壳聚糖处理 ∀

常规前处理工艺 将丝织物浸渍于 1  的

 ≤ 水溶液中 浴比为 Β  ε 浸渍  然

后用热水洗 再用常温水充分洗涤 自然干燥后人工

干燥 ∀以下把此作为未处理丝织物 ∀

壳聚糖处理工艺 在  Π热醋酸水溶液中

溶解壳聚糖 1 Π1 Π1 Π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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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后 织物在常温溶液中充分浸渍 两浸两轧后 

 ε 处理  充分水洗 自然干燥后真空干燥 ∀

壳聚糖附着率分别为   1  1  1  

1  1  ∀以下将这些作为经壳聚糖处理后

的织物 ∀

壳聚糖附着率  壳聚糖处理后的布重 壳聚

糖处理前的布重Π壳聚糖处理前的布重 ≅  

厚度 用岛津公司的测厚计在加压荷重  下

测定处平均值 ∀硬挺度 用 度悬臂法 对 

块布的经 !纬 !表 !里测平均值 ∀后处理 水处理 

 ε 浴比 Β下同 水洗  后 自然干燥 ∀

中性洗涤剂处理 中性洗涤剂  Π ε 洗 

后再充分水洗 自然干燥 ∀抗菌皂处理 抗菌

皂  Π ε 洗  后水洗 自然干燥 ∀全

氯乙烯处理 全氯乙烯    ε 处理  后 

水洗 自然干燥 ∀试料均在自然干燥后封装在聚乙

烯袋中 ∀经壳聚糖处理后的各试料的抗菌效果采用

∞≤简称 ∞≤按日本防菌防霉学会

年规定的细菌发育抑制试验法进行 ∀即剪成 

 ≅  大小的试料 分别加入一定量的 Π

∏  装在培养瓶中 接种一定量的

∞≤对规定时间内培养瓶中产生的菌数计数 ∀

根据培养后的菌数变化进行抗菌效果测定 ∀菌量的

计数用 盘 进行 求得其平均值 ∀本实验的初

始菌量为 Π ε 培养  后的菌量为 万Π

∀各试料的菌量为 份试料的平均值 ∀壳聚糖

处理与 ∞≤繁殖抑制效果如表 所示 ∀随着壳聚

糖处理丝织物的壳聚糖附着率增加 细菌繁殖抑制

   表 1  不同净洗处理的壳聚糖处理丝织物的壳聚糖附着率与菌数

无处理 水处理
中性洗涤剂

处理
抗菌皂处理

全氯乙烯

处理

3 1

        

3 3 1

3 1 1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1

  3 菌数 ≅ 万 3 3 菌数的对数   壳聚糖附着率Π ∀

效果也增大 附着率为 1 时就有效果 附着率为

1  时 与   附着率相比约为 Π 附着率为

1 时约为 Π 得到明显抑制 可见其抗菌性 ∀

壳聚糖处理丝织物后壳聚糖附着率与硬挺度关系由

表 可知 厚度和硬挺度随附着率升高而增大 附着

率为 1 时 厚度增大   硬挺度增大   ∀
表 2  未洗净的壳聚糖处理丝织物的厚度 !硬挺度

附着率

  

厚度



增减率

  

硬挺度



增减度

  

      

          

         

         

         

         

312  壳聚糖处理纯棉织物的抗菌性

11  机  理  一般来说 壳聚糖易溶于醋酸的水

溶液中 但是 棉纤维和壳聚糖的稀醋酸溶液间无法

产生牢固的化学键 ∀有鉴于此 考虑用柠檬酸≤

作为壳聚糖的溶剂 可起到与棉纤维的交联剂作用 ∀

此酯化反应不仅发生在 ≤ ) ≤与纤维素 )

之间 而且也在 ) ≤与壳聚糖 ) 间

产生 ∀另外 游离的羧酸酯与壳聚糖上的氨基 )

可形成盐 ∀以此处理的棉织物具有极佳的抗

微生物能力 同时还发现具有很好的抗皱能力 ∀

11  实验材料  织物 经退浆练漂的纯棉布 交

联剂 柠檬酸≤ 也作为壳聚糖的溶剂 催化剂 

°# ≥° 壳聚糖 脱乙酰度   分子

量约  ƒ≤ 非离子润湿剂 ∀

交联工艺 将壳聚糖置于含   ≤ 的蒸馏水

中 室温下  后加入 ≥°和 1  ƒ≤ 再把棉织

物浸到上述处理液中  浸轧≈轧液率 ?

    ε 下预烘   ε 下烘干  ∀然后

皂洗 !水洗 !烘干 ∀取另一块同规格的棉织物浸于壳

聚糖以  醋酸取代   ≤溶解的处理液中 其

余条件同上以作比较 ∀

抗菌性试验方法≈ 
采用摇瓶法 ≤ ×  

试验法 用金黄色葡萄球菌作为微生物来测定 ∀壳

聚糖在棉织物上的抗菌性源自壳聚糖上的 )  

在稀酸液中会转变成呈阳离子活性的铵盐与微生物

中带负电荷的原生质接触而破坏其细胞壁 从而起

到灭菌的作用 ∀图 是壳聚糖浓度与抗菌活性的关

系 ∀当醋酸浓度为  时 棉织物的抗菌性随着壳

聚糖用量的增加而提高 ∀当浴比 ∴1 时 壳聚糖

有完全的抗菌性 有趣的是   ≤交联棉不加壳聚

糖 ≤Β≥°  Β摩尔比时 同样有近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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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经过不同次数洗涤的抗菌活性

图 3  壳聚糖的浓度与抗菌性的关系

抗菌性 ∀由此可见 ≤起了抗菌素的作用 ∀图 是

经过不同次数洗涤的抗菌活性 在洗 次以后抗菌

   

性还在  以上 ∀

经上述处理的棉织物在作折皱回复试验时发现

壳聚糖在柠檬酸中比在醋酸中有更大的折皱回

复角 ∀

4  结  论

1用 °×≤2加工的抗菌性多项体系在使用 

个月后 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抗菌性 灭菌率为

1  ∗   获得良好效果 ∀

1°×≤2处理丝织物时 随着壳聚糖在织物上

附着率的增加 细菌繁殖率可以明显抑制 附着率为

1 时细菌繁殖抑制效果可达 Π ∀同时织物的

厚度和硬挺度也随着附着率的升高而增加 ∀附着率

为 1 时 厚度增大   硬挺度增大   ∀

1°×≤2处理纯棉织物时 洗涤 次后仍保

持有大于  的抗菌性 并赋予织物优良的永久免

烫性能 ∀

参 考 文 献

  鹤谷胜正等 四级盐化    Κ η κ纤维 Ν抗菌加工 日加

工技术   ∗  

  坂井和男  ƒ     Ν开发和应用 日加工技术 

  

  抗菌防臭加工纤维的抗菌效果简易判定法 日加工纤维 

  ∗  

  甲壳胺处理丝织物的抗菌性 日本蚕丝学杂志   ∗

 

  以柠檬酸和脱乙酰甲壳质同时进行棉织物的永久免烫及抗菌加

工 ×¬ ∏  ∗  

壳聚糖对涤纶织物处理的探讨

徐旭凡
嘉兴学院 嘉兴 

摘  要 探讨了经壳聚糖处理后涤纶织物的一些物理机械性能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涤纶织物吸湿性 !抗静电性 !耐起毛起球等不

良性能的改善及手感的恶化 ∀

关键词 壳聚糖  涤纶织物  处理  物理机械性能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壳聚糖是甲壳质脱除乙酰基后的产物 ∀分子结

构中存在着氨基和羟基 可溶于稀酸水溶液 ∀具有

良好的水解性 吸湿透汽性 生物活性 抗菌性等优

良特性 ∀可应用于农业 营养品和医药及其它领

域 ∀≈壳聚糖在纺织领域的多种应用也已得到研究 ∀

涤纶纤维具有优良的物理机械性能 强度高以及良

好的弹性 尺寸稳定性 免烫性和混纺性 ∀但存在着

吸湿性差 易产生静电和易起毛起球等缺点 ∀既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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