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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量对再生纤维素膜结构与
分离性能的影响

汪 东 袁红梅 程雨桐 张 慧 陈礼辉 黄六莲* 林 珊*

（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 要：采用N-甲基吗啉-N-氧化物（NMMO）为溶剂溶解竹纤维素，通过浸没沉淀（Loeb-Sourirajan，L-S）相转化法制备再生纤维素

膜，探究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结构特点及分离性能。结果表明，随着含水量的减少，再生纤维素膜内部的指状孔收缩，平均孔

径减小，膜结构趋于均匀致密，从而提高再生纤维素膜的透光率、力学性能和对牛血清蛋白的截留性能；含水量为50%时，再生纤维

素膜的透光率为92. 8%，拉伸强度为1. 46 MPa，膜通量为19. 4 L/（m2·h），对牛血清蛋白的截留率为9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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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在水处理技术中至关重要，已被广泛应用

在废水中有机物、微生物及金属离子等的分离处理，

从而达到净水的效果［1］。目前，合成高分子膜如聚砜

类［2］、聚醚类［3］已实现产业化，但其不可再生、材

料成本较高且对环境污染较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

始寻求天然、环保、经济的膜替代合成高分子膜。纤

维素是天然高分子化合物，来源于植物，具有廉价、

生物相容性好、绿色环保等优点［4-6］，被广泛地应用

于膜分离［7-8］、食品包装［9］及生物医疗［10］等行业。

近年来，广大研究者开始关注纤维素作为原料制备再

生纤维素膜。

再生纤维素膜通常采用浸没沉淀（Loeb-Sourira⁃
jan，L-S）相转化法［11］来制备，包含纤维素溶解-再

生-干燥等过程。由于纤维素大分子中氢键作用而形

成的空间网络结构，即超分子结构，使得纤维素难以

熔融，也很难溶于普通溶剂中［12］。常见的纤维素溶

解体系有胺氧化物体系（N-甲基吗啉-N-氧化物）［13］、

离 子 液 体［14］、 LiCl/N, N- 二 甲 基 乙 酰 胺 （LiCl/
DMAc）［15］、碱金属溶液体系［16］。其中，N-甲基吗啉-

N-氧化物（NMMO）已被广泛应用于溶解纤维素生产

莱赛尔纤维［17］，在 85℃以上，NMMO·H2O能破坏纤

维素分子间的氢键，而NMMO中的N-O偶极可与纤维

素的羟基形成络合物，导致纤维素溶解［18］。其溶解

过程安全无毒，生产过程无污染且NMMO可回收并重

复使用［19］，生产成本低。

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受溶解过程［20］、再生过

程［21］及后续干燥处理［22］等工艺条件的影响。调节工

艺条件可改变膜的结构特点及其分离性能。目前，针

对再生纤维素膜的后续干燥处理研究较少，干燥过程

中湿纤维素膜中水分的蒸发可能导致其结构发生较大

变化，从而直接影响所得膜的分离性能。鉴此，本研

究以NMMO为溶剂溶解竹纤维素以制备铸膜液，通过

L-S相转化法制备再生纤维素膜，之后将其置于恒温

恒湿条件下自然干燥，对不同含水量下膜的形貌结构

进行表征，测试其孔径及其分布，并分析其光学、力

学及分离性能。

1 实 验

1. 1 实验原料

竹浆板（聚合度 650，α-纤维素含量 95%，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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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邵武中竹纸业有限公司）；N-甲基吗啉-N-氧化物

（NMMO，粉末，固含量≥97%，天津市海纳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牛血清蛋白（粉末，生化试剂，阿拉

丁股份有限公司）；没食子酸正丙酯（化学纯，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 2 实验设备

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DF-101S，郑州长城科工

贸有限公司）； 涂布机（GBC-A4，韩国GIST公司）；

紫外分光光度计（ZQS12-2008453，美国安捷伦科技

公司）；冻干机 （TD-1B-50，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

厂）；比表面积分析仪（3H-2000BET-A型，北京贝士

德）；万能试验机（Istron 1185型，英国 Istron公司）；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JSM-7500F型，日本电子株

式会社）。

1. 3 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及不同含水量处理

1. 3. 1 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

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工艺如图1所示。将粉碎好

的竹浆粕溶于质量分数为82.7%的NMMO溶液中，并

加入2 wt‰~3 wt‰（相对于竹浆粕绝干质量）的没食

子酸正丙酯，在 110℃下溶解 2 h。调节温度至 90℃，

关闭搅拌器，于真空（-0.1 MPa）下脱泡 2~5 h，得

4 wt%的纤维素铸膜液。将脱泡后的纤维素铸膜液倒

在玻璃板上，通过涂布机将其刮制成膜，再迅速浸入

25℃的去离子水凝固浴中，得到再生纤维素膜。用去

离子水对再生纤维素膜进行清洗，每 12 h换水 1次，

直至彻底洗净。

1. 3. 2 再生纤维素膜的含水量处理

在25℃、50%相对湿度（恒温恒湿）下，通过调

控干燥时长以去除再生纤维素膜中的水分，每隔一定

时间测定膜的质量并记为Mx（x表示含水量不同的再

生纤维素膜），直至再生纤维素膜的质量恒定不变。

将再生纤维素膜放入 105℃的烘箱中干燥 24 h，其质

量记为M0。再生纤维膜的含水量 （H） 计算公式如

式（1）所示。

H (% ) = Mx - M0
Mx

×100% （1）

1. 3. 3 再生纤维素膜的润胀处理

在室温下，将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素膜重新浸

泡于去离子水中，24 h后取出，测定膜分离性能。

1. 4 再生纤维素膜的分离性能测定

膜分离性能评价仪如图 2 所示，膜面积为

50.265 cm2。在室温条件下，先将再生纤维素膜预压

15 min以获得稳定的膜通量，再进行膜通量及截留率

的测定。

（1）预压：在过滤器中装入再生纤维素膜，开启

装置，每隔5 min，压力增加0.1 MPa，直到跨膜压力

差为0.15 MPa，预压15 min，以获得稳定的水量。

（2）膜通量测定：将压力维持在0.15 MPa，记录

在一定时间内通过膜的液体体积，测量膜通量J。
膜通量J（L/（m2∙h））采用式（2）计算：

J = V
A∙t （2）

式中，V为通过膜的滤液体积（L），A为膜面积

（m2），t为时间（h）。
（3）截留率测定：配制好1000mg/L的牛血清蛋白溶

液，于室温下保存，并在24 h内使用。在室温、0.15MPa
条件下，利用再生纤维素膜对牛血清蛋白溶液进行过滤，

并计算出膜对牛血清蛋白溶液的截留率，采用式（3）计算。

R (% ) = 1 - Cp
Cb
× 100% （3）

式中，R为膜对待分离溶质的截留率（%），Cp为

1-进料槽；2-输送泵；3-压力表；4-隔膜池；5-滤水；6-阀门

图2 膜分离性能评价仪

图1 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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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液中溶质浓度（mg/L），Cb为原料液中溶质浓度

（mg/L）。其中，通过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280 nm处

的吸光度计算牛血清蛋白溶液的浓度。

1. 5 再生纤维素膜的分析与表征

将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素膜在液氮中冷冻淬

断［23-25］，然后用冻干机冷冻干燥24 h。再生纤维素膜

表面和截面经真空喷金后采用场发射扫描电镜进行拍

照和形貌观察。采用比表面积分析仪分析冷冻干燥后

再生纤维素膜的比表面积及孔径。采用紫外分光光度

计检测再生纤维素膜（4 cm × 4 cm）的透光性能，用

万能试验机测定再生纤维素膜（150 mm × 10 mm）的

力学性能（拉伸速度1 mm/min，载荷100 N）。

2 结果与分析

2. 1 再生纤维素膜的形貌结构分析

图 3为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形貌结构图。

由图 3（a）可见，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膜表面较为

光滑。由图3（b）可见，含水量为95%时，再生纤维

素膜具有较薄皮层和指状大空腔、海绵孔的非对称结

构。当纤维素铸膜液浸入去离子水凝固浴瞬间，再生

纤维素膜表层迅速液-液分相；而膜表层以下组分仍

处于互溶均相状态，随着去离子水继续渗入到内部，

NMMO也随之向外扩散，经一定时间物质交换后才进

行液-液分相［26］，可见纤维素/NMMO溶液的分相属于

瞬时分相类型。

随着干燥过程中再生纤维素膜含水量的减少，膜

孔收缩，指状孔逐渐消失，内部结构趋于均匀致密。

这是因为再生纤维素膜中存在两种状态的水：结合水

和游离水。结合水与纤维素分子形成牢固的氢键，而

游离水与纤维素分子没有接触。在恒温恒湿自然干燥

过程中游离水逐渐消失，而结合水仍保留在再生纤维

素膜中，水-水和水-纤维素的氢键足够牢固，足以拉

动指状大孔区域中的纤维素越来越近，直到纤维素链

之间形成新的氢键，膜中的指状孔消失，膜的厚度也

逐渐减小［27-28］。

2. 2 再生纤维素膜的比表面积及孔径分析

对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素膜进行比表面积及孔

径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图4（a）为不同含水量再生

纤维素膜的N2等温吸附-脱附曲线。由图 4（a）的曲线

趋势可知，再生纤维素膜具有典型介孔材料的吸附曲

图3 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形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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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特征［29］。相对压力较低时，曲线变化较小；在相

对压力较高时，曲线变化急剧。如图4（b）所示，随着

含水量由95%减少到75%，再生纤维素膜比表面积由

2.93 m2/g增大到 15.35 m2/g，相对压力为 1.0时，吸附

体积也由 28.03 cm3/g增至 79.64 cm3/g。进一步干燥至

含水量为50%时，再生纤维素膜变得均匀致密，孔径

逐渐减小，吸附能力逐渐减弱，其比表面积仅为

0.2507 m2/g，吸附体积也仅为 48.06 cm3/g。图 4（c）和

图4（d）是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孔径分布图。由

图 4（c）和图 4（d）可知，含水量为 95%时，膜内大孔

（≥70 nm）占比为59.3%，其平均孔径为69.22 nm。随

着含水量的减少，大孔占比逐渐降低，而小孔占比逐

渐升高，平均孔径随之逐渐减小。当含水量接近50%
时，再生纤维素膜的小孔 （≤25 nm） 占比增至

57.6%，平均孔径降为 20.21 nm。这是因为在恒温恒

湿自然干燥过程中，再生纤维素膜与结合水之间的强

氢键拉近了大孔区域中的纤维素分子［30］，因而大孔

逐渐收缩，小孔数量增加。

2. 3 再生纤维素膜的光学性能分析

不同含水量下再生纤维素膜的照片及对应的透

光率如图 5所示。由图 5可见，含水量为 95%时，

在太阳光下照射，再生纤维素膜下方衬底的图案模

糊，文字内容不清晰，膜的透光率最低，550 nm处

的透光率仅为 82.8%，这是由于膜内部含有较多的

指状孔，光线在内部发生散射，使得膜呈不透明。

随着恒温恒湿自然干燥时间的延长，再生纤维素膜

的含水量减少，再生纤维素膜下方衬底的图案与文

字内容逐渐清晰，膜的透光率也随之提高。当膜含

水量为 50%时，能明显分辨出膜下方衬底的图案与

文字，透光率达到最大，550 nm处的透光率达到

92.8%。再生纤维素膜内部的结构会影响光散射，

减少膜内部的孔隙率能有效减少光散射，从而提高

膜的透光率［31］。含水量逐渐减少的过程中，膜内部

的指状孔逐渐收缩，最终形成均匀致密的网络结

构，所以大部分光线能够直接透过再生纤维素膜。

这与对其他纤维素膜的研究结果一致［32］。
2. 4 再生纤维素膜的力学性能分析

含水量对再生纤维素膜力学性能的影响如图6所
示。由图6可知，当含水量为95%时，再生纤维素膜

抗拉性能差，拉伸强度仅为0.09 MPa，断裂伸长率较

大，柔性较好。含水量减少，再生纤维素膜的拉伸强

度与杨氏弹性模量增大，断裂伸长率降低。当再生纤

维素膜的含水量为 50%时，膜的拉伸强度增至

1.46 MPa，杨氏弹性模量为 95%含水量膜的 9.5倍。

随着含水量的减少，再生纤维素膜内部结构趋于均匀

致密，纤维素大分子链间距离减小，易于形成更多的

氢键连接，表现为力学性能增大［33］。
2. 5 再生纤维素膜的分离性能评价

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分离性能如图 7所
示。图 7（a）和图 7（b）分别为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

图4 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素膜孔径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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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润胀前后的膜通量及对牛血清蛋白溶液的截留效

果，图 7（c）为滤液经显色反应结果对比图，颜色越

深，表明溶液中的牛血清蛋白浓度越高，则截留率越

低，反之则表明截留率越高。随着含水量由95%减少

为 50%， 再 生 纤 维 素 膜 通 量 逐 渐 减 小 ， 从

81.6 L/（m2·h） 降至 19.4 L/（m2·h），而对牛血清蛋白

的截留率逐渐增大，从 22.9%增至 96.2%。这是因为

再生纤维素膜含水量减少的过程中，膜孔逐渐收缩，

图5 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光学性能

图6 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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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膜通量降低，而对牛血清蛋白的截留效果增大，

这与孔径分析结果一致。24 h的润胀处理对不同含水

量的再生纤维素膜的膜通量与牛血清蛋白截留率的影

响有所差异。与未润胀处理的再生纤维素膜相比，含

水量为 75%~95%时，再生纤维素膜润胀 24 h后的膜

通量和截留率无明显变化，而含水量为 75%和 50%
的再生纤维素膜润胀 24 h后其膜通量分别提高了

36.0%与 31.6%，牛血清蛋白截留率分别降低了 9.0%
与10.6%。这是因为含水量较高时，再生纤维素膜的

吸湿量已经达到饱和，而含水量减少时，润胀过程破

坏了再生纤维素大分子间部分的氢键结合，因而膜通

量增大，相应截留率降低。

3 结 论

采用 N-甲基吗啉-N-氧化物 （NMMO） 为溶剂，

通过浸没沉淀（L-S）相转化法制备再生纤维素膜，

将膜在恒温恒湿条件下自然干燥，探究了不同含水量

对于再生纤维素膜的形貌结构、光学、力学及分离性

能的影响。随着再生纤维素膜含水量由 95%减小为

50%时，膜孔收缩，指状孔逐渐消失，平均孔径由

69.22 nm下降为 20.21 nm，内部结构趋于均匀致密。

相应膜的透光率由 82.8%增至 92.8%，拉伸强度由

0.09 MPa提高至 1.46 MPa，膜通量从 81.6 L/（m2·h）
降至 19.4 L/（m2·h），而对牛血清蛋白的截留率从

22.9%增至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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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ater Content on the Structure and Separation Performance of
Regenerated Cellulose Membrane

WANG Dong YUAN Hongmei CHENG Yutong ZHANG Hui

CHEN Lihui HUANG Liulian* LIN Shan*

（College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Province，350108）
（* E-mail：hll65212@163. com；ls99036@163. com）

Abstract：Bamboo cellulose was dissolved by N-methylmorpholine-N-oxide（NMMO）and regenerated cellulose membrane（RCM）was pre⁃
pared by immersion precipitation inversion method（Loeb-Sourirajan（L-S）phase inversion method）.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RCM
with different water content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nger-like pores in the RCM shrank，the average pore size de⁃
creased and the membrane structure tended to be uniform and dense along with the decreasing of the water content. Thus，the transmittanc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he rejection rate of bovine serum protein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transmittance of the RCM was 92. 8%，

tensile strength was 1. 46 MPa，membrane flux was 19. 4 L/（m2·h）and rejection rate of bovine serum protein was 96. 2% when its water con⁃
tent was 50%.
Keywords：water content；regenerated cellulose membrane；structure；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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