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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纺织服装领域中,不断开发新型服装材料,减轻对环境的破坏,成为了学者们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香蕉

纤维为纺织服装行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研发方向。对国内外香蕉纤维的研究进展进行介绍,结合香蕉纤维的物

理化学性能及市场应用进行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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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服装产业的飞速发展、科技服装的开发,在带

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例如

TheCircuit公司研制的SoundShirt让聋哑人感受到

音乐的魅力。然而,随之诞生的还有服装产业的“垃
圾”,例如在染整等工序产生废水、污水、污泥。快时尚

等快消服装品牌飞速更新,以及消费者消费水平提高,
每年都有大量的服装流向垃圾填埋场,有的材料需要

漫长的时间才能降解,有的甚至不可降解,或是选择焚

烧废旧衣物,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绿色、

可持续、循环再利用”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人们的中心,
服装品牌开始选用绿色环保的材料开发新产品,例如

Gucci在2020年 推 出 的 环 保 系 列“GucciOffThe
Grid”,就充分运用了可持续采购的生物基材料。

随着人们对环境关注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植物

纤维已成为许多服装品牌选择的对象。诺悠翩雅(Lo-
roPiana)的主打精品莲花纤维夹克、西装等;台湾纺织

公司Singtex推出的S.Cafe品牌将咖啡渣纤维加工成

布料;伊卓莎博士(Dr.CarmenHijosa)研制出的Pina-
tex,即一种菠萝叶纤维皮革材料,不仅能用来制作皮

鞋还能制作皮包、帽子等,并且废弃物可以完全生物分

解;一家西班牙企业从哥伦比亚进口大量的香蕉茎杆,
通过一系列的加工、设计,生产出纯天然的香蕉纤维鞋

品,不仅2年就可以完全降解,还减少了农业垃圾。

如今对于天然植物纤维的研究越来越多,归纳总

结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香蕉纤维的研究进展,并结合其

市场应用进行探讨。

1 香蕉纤维概述

香蕉纤维主要是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以

及少量的灰分和水溶物组成,分为香蕉叶纤维和香蕉

茎纤维。
早在13世纪初,日本就开始从香蕉树的茎提取纤

维制作面料,东南亚国家由于有着丰富的香蕉资源,也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香蕉属于一年生植物,因此,每年

当香蕉农户采摘完香蕉,都产生大量的香蕉茎杆等农

业垃圾,随着科技进步,人们对香蕉茎杆进行处理提

取,最终制成香蕉纤维,减少了农业垃圾,缓解了对环

境的破坏。
在很久以前香蕉纤维是十分流行的,后来,随着

棉、丝绸等纤维的兴起,香蕉纤维的应用就逐渐减少

了。但是由于一些人造纤维织物在生产制造过程中,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与威胁,人们对保护环境也

逐渐重视了起来,香蕉纤维这种绿色友好的天然纤维

又回到了市场。

2 香蕉纤维制作工艺流程

国内外学者对香蕉纤维制作工艺流程的研究有很

多。
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喜如嘉芭蕉布保存会介绍了香

蕉纤维从茎纤维到织物的过程。首先,剥去香蕉茎外

皮,取其内皮;然后对其进行水煮,煮好之后打散、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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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制成条状,进行加捻;之后对形成的纱线绑紧、染
色、编织;最后水洗、晾晒,形成织物。

有学者提出香蕉叶纤维的提取工艺流程,先选取

新鲜的香蕉叶,再对其进行浸泡、水洗,最后进行晾干。
将香蕉纤维用 NaOH 溶液处理后,变得更细、更柔软

细腻,伸长率等指标也得到了改善[1]。

2011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海口实验站,利
用汽爆技术对香蕉纤维进行提取和脱胶[2],打破了以

往的纯手工工艺。
虽然香蕉纤维的制作工艺有很多,但手工制取会

耗费 大 量 的 劳 动 力 和 时 间,不 可 大 规 模 生 产[3]。

Mumthas等实现了机械提取,通过剥皮机从香蕉茎鞘

中提取香蕉纤维。在脱皮机中,轴上装有滚轮,滚轮周

围有叶片,旋转滚筒进行破碎和打浆实现纤维的分离

之后进行脱胶、纤维洗涤和干燥,这一过程比人工提取

快了25倍,每天的产量约为2t香蕉纤维[4],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另外,Kohli和Gupta使用海藻酸钙固定

化蜡样芽孢杆菌果胶裂解酶对香蕉纤维进行了生态友

好提取,虽然生物提取方法具有环境友好的优点,但由

于处理时间较长,酶生产成本高,其应用范围有限。因

此,未来的研究应集中于新型酶的分离、基因工程和酶

工程的应用,以降低处理时间和生产成本[5]。

3 香蕉纤维物理化学性能

3.1 物理性能

香蕉纤维的横截面呈腰圆形,具有光滑的表面,其
透气性和舒适感等服用性能良好。由于香蕉纤维主要

以碳、氢、氧元素为主,因此其服用产品具有环保性

能[6]。香蕉纤维的直径为0.080~0.250mm[7-8],具备

较快的吸湿放湿能力[9],吸水率为60%,纤维比较刚

硬、弹性较差,结晶度较高[10-11]。
在香蕉茎杆上不同位置制取的香蕉纤维的性能存

在一定差异,另外来自不同产地的香蕉纤维性能可能

也会不同[12]。香蕉纤维的物理性能类似于麻类纤维,
与亚麻和黄麻进行对比发现,其单纤长度要小于亚麻

纤维,接近于黄麻,因此香蕉纤维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处

理才能进行纺纱[13]。由于香蕉纤维的物理性能与麻

类纤维相似,因此香蕉纤维织物穿着凉爽挺括、质地轻

薄,且染色性能优异[14],上染率接近70%[15],具有防

虫防霉抗菌、防静电、防紫外线等性能[16]。

3.2 化学性能

香蕉纤维抗一般有机溶剂,如酚、丙酮等,耐盐酸

和稀硝酸,不耐硫酸和醋酸,经热浓硝酸处理后会变

黄。香蕉纤维耐稀碱,不耐强碱,耐还原剂,不耐氧化

剂。香蕉 纤 维 经 过 加 热 会 断 裂,因 此 其 阻 燃 性 较

差[17]。

4 香蕉纤维应用

香蕉纤维是一种环境友好的纤维材料,其应用范

围十分广泛。
日本学者和研究机构尝试将香蕉纤维应用到造纸

行业,用来制作高强度纸和包装袋[18]。名古屋市立大

学的森岛教授,利用香蕉废弃物生产出柔软且坚韧的

包装纸[19];日本东京都立产业技术研究所用蔗糖压榨

设备对香蕉茎杆进行脱水,再泡在水中发酵,研制出香

蕉纸、香蕉布,广泛应用于包装行业[20];藤泽(Fujisa-
wa)等将香蕉纤维融入电容纸,制成的电容器的声音质

量有了显著的提高;Tripathi等[21]研究发现,用100%
纯香蕉纤维做的纸吸收性能最好且最耐磨。在香蕉纤

维制作的纸张中加入20%的废纸能够加强纸张的抗拉

强度和爆裂指数。香蕉纤维还能用于生产货币纸、支
票纸等。香蕉纤维制成的纸张的保质期超过100年,
被用来制作日币。

日本研制出的棉、香蕉纤维混纺纱及织物通过技

术处理,可制作成网球服和牛仔服外套等[22-23]。党

敏[24]用棉、香蕉纤维的混纺纱,设计了用于夹克、约克

衫等服装的9种面料。香蕉纤维与棉的混纺纱性能优

异,其织物穿着更凉爽,吸湿放湿等性能也比全棉织物

要好。纯香蕉纤维针织物的染色性能要优于其与棉的

混纺织物,且染整工艺简单,染整后的织物更加亮丽且

色牢度好。因此,设计师们在设计不同的服装时,应选

择更适合的纤维材料以更好表达设计概念、提供更舒

适的服装。
在印度,人们将香蕉纤维染色后,织成传统服饰纱

丽[25]。在菲律宾,人们手工编织香蕉纤维和菠萝叶纤

维并做成富有民族特色塔加拉服装[26]。
香蕉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放湿性能,而且质地轻

薄有光泽,可以用来制作窗帘、床单、毛巾等家居用品。
经过手工编织的香蕉纤维还可以用来制作手提包等装

饰用品。由于香蕉纤维的性质与麻类纤维相似,通过

加工,可以做成绳索和麻袋等。
另外,香蕉纤维还可以应用于工业及航空领域。

由于香蕉纤维强度好,并且比较刚硬,所以能够提高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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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的抗破坏性能,用于加强建筑材料等复合材料。

Senthilkumar等[27]采用压缩成型技术开发了菠萝麻

纤维、香蕉纤维及椰子鞘纤维的混合复合材料,可以用

在航空飞行器中,便于宇航员在太空舱里放置食物。
最新的研究表明,由于香蕉纤维优异的吸湿能力

且纤维强韧,可以作为生产卫生巾的原料,但人们不可

忽视的是其含有的塑料是目前主要的污染物[28]。
香蕉纤维还可以用于医疗领域,由于香蕉茎杆是

一种丰富的纤维来源,且香蕉假茎中含有丰富的铁、钙
等元素,经过加工处理,食用后可以控制肥胖、排毒,预
防艾滋病、肾结石、高血压、脑溢血等疾病,具有良好的

保健作用[29-30]。
此外,皂液是从香蕉伪茎中提取得到的,可用作果

熟作物的色素、染色剂、液体肥料等[31]。
香蕉纤维应用范围广,且具备优于其他纤维材料

的性能,未来可以对香蕉纤维进一步挖掘,尝试将其应

用到更多的领域,解决不同行业遇到的问题,实现资源

利用最大化。

5 结束语

世界上种植香蕉的国家有很多,香蕉资源十分丰

富。在我国,香蕉的种植地主要分布在台湾、云南、海
南等地,且大多分布在农村,因此,香蕉纤维不仅为纺

织行业带来大量的纤维材料选择,同时提高了农村的

就业率,增加了农户的收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香蕉纤维取自天然,香蕉纤维产品绿色环保,且仅

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生物降解,对环境十

分友好,香蕉农户每年都要砍伐大量的香蕉茎杆,即香

蕉废弃物。香蕉纤维的运用可以减轻农户的负担和环

境影响的压力,农户可以将废弃的香蕉茎杆售卖给香

蕉纤维加工厂,加工厂制成香蕉纤维织物或材料提供

给服装等相关产品的制造商,最后流向市场,实现香蕉

利用最大化。作为一种天然纤维,香蕉纤维有光泽,吸
水性好,对人体的刺激小,而且还能成为部分化学纤维

的替代品,因此人们将其应用于纺织、服装等领域。
虽然我国对于香蕉纤维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对

香蕉纤维的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现阶段主要集中

在纺织服装业,且很多加工制造工艺需要改进和优化,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人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投

入到绿色环保产品的研发中,“可持续发展”等概念也

深入人心,与纺织服装领域以及各行各业紧密相连。

香蕉纤维的应用,不仅充分利用了香蕉资源,还弥补了

天然纤维的短缺,是一种优异的新型服装纤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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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BananaFiber
WANGJingyi1,LIMin1,2,3,*

(1.CollegeofFashionandDesign,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0051,China;

2.KeyLaboratoryofModernGarmentDesignandTechnology,

MinistryofEducation,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0051,China;

3.ShanghaiFashionDesignandValueCreationCollaborativeInnovationCenter,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0051,China)

  Abstract:Inthefieldoftextileandclothing,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newclothingmaterialstoreducethedamagetothe

environmenthasbecomeaimportantresearchtopicforscholars.Bananafiberprovidesresearchanddevelopmentdirectionfortextile

andgarmentindustrytoachievegree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researchprogressofbananafiberathomeandabroadwasin-

troduced,andthe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andmarketapplicationsofbananafiberwereanalyzedandsummarized.

Keywords:bananafiber;newnaturalfibermaterial;environmentallyfriendly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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