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可根据对微胶囊皮材软硬要求的不同选取 或

 皮芯比选取 Β ∗ Β1合适 制备预聚物时

异氰酸酯与 °∞的摩尔比应为 Β ∀聚氨酯芳香微

胶囊与其它芳香微胶囊相比虽然具有诸多的优点 

但其留香时间相对而言较短 这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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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剂溶解丝素 !纤维素及其混合膜的制备

邢铁玲  陈国强
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苏州 

摘  要 研究丝素 !纤维素用 2甲基吗啉氧化物  水溶液的溶解工艺 并成功地制备了丝素Π纤维素混合膜 ∀

关键词 丝素  纤维素  溶解  降解性  混合膜  制备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作为膜材料已有相当长的历

史 在膜工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且和人工形

成的聚合物相比 纤维素膜有较好的尺寸稳定性 良

好的加工性 无毒无害≈ ∀

蚕丝不仅是一种高档的服装原料 而且是一种

很有前景的功能性聚合物 ∀由丝素蛋白溶液浇铸而

成的丝素膜具有好的透氧性 !透湿透气性 ∀然而 丝

素蛋白膜在干燥状态下非常脆 产品耐撕裂性差 坚

固度有限 ∀为了得到性能优异的薄膜产品 考虑把

纤维素和丝素混合在一起来制备纤维素Π丝素混

合膜 ∀

纤维素很难被常规溶剂直接溶解 ∀从上世纪

年代起 人们开始致力于纤维素新生产方法的开

发 如有机溶剂方法 !氢氧化钠法 !氯化锌法 !纤维素

氨基甲酸酯法等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

强 2甲基吗啉22氧化物 作为纤维素的溶

剂越来越来受到重视 ∀该法制成的纤维素纤维工艺

简单 整个生产过程完全是物理过程 无化学反应 ∀

并且   的生化毒性是良性的 且 1  ∗

1 能回收 基本无废弃物 避免了传统工艺中存

在的污染严重的问题 故被称为/绿色工艺0≈  ∀

本文选用   作为制备纤维素Π丝素混合膜

的有机溶剂 探讨丝素与纤维素在其中的溶解性 从

而制得丝素Π纤维素的混合膜 ∀

1  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

111  实验材料

棉浆粕 丝素  水溶液   丙酮 分析

纯 氨水  ∗    分析纯 硫酸铜 分析纯 二

氯乙酸 分析纯 ∀

112  实验仪器

乌氏粘度计 玻璃恒温水浴缸 ≥ 2型电子

恒速搅拌器 电力吸引器 ∀

1 .3  实验方法

    溶剂的纯化  将含     的水溶液减

压蒸馏 温度均为  ε 油浴  ε  保持真空度

1 °左右 时间 1 ∗ 1 蒸发掉溶剂中过量

的水份 使成为  Β   Β摩尔比  形成一

水合物  # 的体系
≈ ∗  ∀

    丝素 !纤维素的溶解  计量称取棉浆粕和丝

素 分别与    体系均匀混合 在一定条件

下加热搅拌溶解 达到预定时间后取样 ∀

11  溶解率的测定  将样品用水洗冷却后烘干 

称取未溶解样品计算出溶解率 计算公式如下 

溶解度 
溶解前样品  未溶解样品

溶解前样品
≅  



    粘度的测定≈  丝素溶液粘度的测定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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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素剪成粉末 置于称量瓶中准确称取  精确

1 投入到烧瓶中 用移液管加入  的二

氯乙酸 用塞子塞好静置至丝素完全溶解为止 ∀吸

取  ∗  试样放入干燥洁净的乌式粘度计中 

在  ε 的恒温水浴中平衡  后 测定溶液流经

α和 β刻度间所需的时间 τ 用同样方法测出空白

溶液流经所需的时间 τ ∀纤维素溶液粘度的测

定 取样剪成碎末 置于称量瓶中 准确称取  

精确到 1  投入到  广口瓶中 用移液

管加入  铜氨溶液 用橡皮塞盖紧 放入振荡器

中振荡至纤维素完全溶解为止 ∀吸取  ∗  试

样放入干燥洁净的乌式粘度计中 在  ε 的恒温水

浴中平衡  后 测定溶液流经 α和 β刻度间所

需的时间 重复  ∗ 次 取平均值 τ ∀用同样方法

测定空白溶液所需时间 τ ∀计算公式 

Γ  τ  τΠτ 

≈ Γ  ΓΠχ ≅ Π  κ κ   
≈



  公式仅适用于纤维素 ∀

2  结果与讨论

211  丝素 !纤维素的溶解性能

    溶剂浓度对丝素 !纤维素溶解率的影响  将

丝素 !纤维素分别与不同浓度的  Π  体系混

图 1   浓度对丝

素 !纤维素溶解

率的影响

合 纤维的含固率为   在

 ε 下溶解 1 得到不同溶剂

浓度下丝素 !纤维素的溶解率 结

果如图 所示 ∀

由图 看出 在相同的溶解温

度和溶解时间下 丝素 !纤维素的

溶解率随着溶剂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 当   浓度为   即

 的一水合物时 两者均达到较大溶解率 ∀

    溶解温度对丝素 !纤维素溶解率的影响  将

含固率为  的丝素 !纤维素分别与浓度为  的

  体系混合 在不同温度下溶解 1 得出

不同温度下丝素 !纤维素的溶解率 结果如图 所示 ∀

由图 可知 在相同的溶剂浓度和溶解时间下 

丝素 !纤维素的溶解率随着溶解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

其中 在温度达到  ε 后 纤维素完全溶解 而丝

素的溶解率也显著增加 ∀

    溶解时间对丝素 !纤维素溶解率的影响  将

含固率为  的丝素 !纤维素分别与浓度为  的

  体系混合 在  ε 温度下溶解不同时

间 得出不同溶解时间对丝素 !纤维素溶解率的影响

曲线 结果如图 所示 ∀

由图 可知 溶剂浓度 !溶解温度一定的条件下 

延长溶解时间有利于丝素 !纤维素溶解率的提高 ∀

图 2  温度对丝素 !纤维素

溶解率的影响

图 3  时间对丝素 !纤维素

溶解率的影响

  由以上溶解试验结果可知 不同溶剂浓度 !不同

溶解温度 !不同溶解时间条件下丝素 !纤维素溶解规

律一致 ∀因为丝素 !纤维素在溶解过程中 与  

配位形成络合物 使其膨润并随温度的升高和时间

的延长而逐渐溶解 当溶剂浓度和溶解温度较低时 

溶胀作用较弱 溶解率较低 随着浓度和溶解温度的

提高 溶解速率加快 溶解率提高 ∀

    其它溶解条件对丝素 !纤维素溶解性的影响

样品的性状和溶解时是否施加外力条件搅拌对丝

素 !纤维素的溶解性也有较大影响见表  ∀

从表 看出 制定丝素 !纤维素的溶解工艺分别

为 丝素 粉末用  的   在  ε 搅拌溶解

1 ∀纤维素 粉末用  的  在  ε 搅拌

溶解 1 ∀
表 1  其他溶解条件对丝素 !纤维素溶解性的影响

溶解条件 溶解性

性状 搅拌 温度 ε  纤维素 丝素

纱线
粉末

是 
部分溶解
完全溶解

粉末 否  部分溶解

纱线
粉末

是 
部分溶解
完全溶解

  注 丝素 !纤维素浓度     浓度   时间 1 

  将按上述工艺溶解的再生纤维素或丝素溶液 

涂在玻璃上已在烘箱中加热至  ε 因丝素 !纤维

素的  溶液的熔点高于室温 故在涂膜时温度

要保持较高 再用玻璃棒刮制成膜 ∀然后浸入凝固

浴中数分钟 制得厚度为  Λ左右的薄膜 再将

凝固成型的薄膜浸入冷水浴中 洗去残留的  

溶剂后自然晾干 ∀

纤维素膜及丝素纤维素混合膜的凝固浴为水 

而纯丝素膜的凝固浴为丙酮 因为制得的丝素膜溶

于水 ∀

制备丝素纤维素混合膜时 丝素 !纤维素的

 溶液一定要搅拌均匀 以确保获得较高质量

的混合膜 ∀

212  特性粘度的测定

通过实验测定 并由公式和 计算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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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膜的粘度 Γ 纤维素为 1 纤维素膜

为 1 ∀而丝素Π丝素膜的粘度如表 所示 ∀
表 2  丝素 !丝素膜的粘度

溶剂 Γ
丝素 丝素膜

≤≤Π乙醇    

      

  由表 可知 纤维素和丝素在制成膜后 其粘度

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这可能是由于  溶剂体

系对纤维素和丝素的氧化降解作用所致 ∀表 中列

出了分别采用 ≤≤Π乙醇和  体系为溶剂制备

的丝素膜的粘度 由表中数据可知 采用  为溶

剂制得的丝素膜 其降解程度要小于 ≤≤Π乙醇体系

为溶剂制得的丝素膜  是丝素的良溶剂 ∀

3  结  论

1分别在不同溶剂浓度 !不同溶解温度 !不同

溶解时间条件下 丝素 !纤维素的溶解率均随溶剂浓

度 !温度和时间的提高而提高 ∀

 丝素 !纤维素的溶解工艺分别为 丝素 粉末

用  的  在  ε 搅拌溶解 1 纤维素 

粉末用  的  在  ε 搅拌溶解 1 ∀

成功制备了丝素Π纤维素混合膜 具有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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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纤度桑蚕丝形貌及其性能研究

祝成炎  吴子婴

浙江工程学院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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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摘  要 对粗纤度茧 !茧丝及其生丝的形貌和性能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可作为粗纤度蚕丝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基础 ∀

关键词 粗纤度蚕丝  蚕茧  拉伸性能  细度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长期以来 经过蚕桑系统的科技工作者的大量工

作 国内桑蚕茧及桑蚕丝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然

而桑蚕丝的单丝细度基本没有变化 茧丝单纤细度一

般都在 1 ∗ 1¬的范围内 ∀这给进一步扩大桑

蚕丝的产品开发和适用范围带来了困难 如开发厚重

型 !粗犷型高档蚕丝纺织面料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

尽管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开发蚕丝新产品 但

由于桑蚕丝原料的限制 很难在根本上改进目前蚕

丝纺织面料的风格与性能 ∀研究与开发蚕丝新品种

将无疑是解决这一困难的最根本的办法 ∀作者从国

家/八五0攻关课题研究至今 已选育成功了一种粗

纤度桑蚕新品种/新苗 ≅ 明日0≈  ∀本文将对该粗

纤度桑蚕 !茧丝 !生丝的形貌和性能进行研究 为粗

纤度桑蚕丝的进一步研究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依据 ∀

1  粗纤度蚕茧 !茧丝及其形貌

新选育成的粗纤度蚕茧个体比普通蚕茧要大许

多 如图 所示 ∀同时蚕品种的改变 蚕茧茧层内单

根茧丝的实际分布情况也有不同 图 为粗纤度蚕

茧与普通蚕茧茧层内单丝的分布电镜照片 ∀

图 1  粗纤度茧与普通茧对比

图 2  茧层单丝分布对比

##纺织学报  第 卷  第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