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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芦荟纤维的制备方法、基本性能、保湿性和保健性能,详述了芦荟纤维在功能纺织品中的产品开发及

应用现状。芦荟纤维作为一种新型功能性纤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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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环境保护越来

越重视,同时,对自身卫生保健的意识日益增强。大气

中二氧化碳等气体的增加,使产生各种过敏的人数随

之上升,作为人类皮肤第一保护层的纺织品,其对皮肤

的护理保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随着“护肤”理
念的不断深化,护肤纤维及其纺织品应运而生[1]。所

谓“护肤”织物,其主要特性包括:所使用原料一般采用

对肌肤较为温和的天然原料提取物;对皮肤具有保护、
保健、滋润和调节湿度的效果,更适合内衣等面料;赋
予织物护肤调理功能的同时,需要满足对人体和环境

无害的条件[2]。如抗菌防臭的甲壳素护肤织物,具有

抗炎效果的干草护肤织物,保湿抗炎的黄泥护肤织物

等,一般用动植物的有效活性成分,通过微胶囊整理技

术、涂层固着等技术手段对织物整理,达到护肤的目

的。YaoG.P.等[3],ChengS.Y.等[4]利用微胶囊技术

包裹维生素E、维生素C等物质对织物护肤保健整理。

JoshiM.等[5]综合描述各种天然抗菌剂,主要有壳聚

糖、天然染料、植物提取液等,着重介绍植物提取液的

活性成分及织物整理后的抗菌机理,通过对织物抗菌

整理,达到保健的效果。其次,还可直接在纺丝液中加

入有效活性成分,使其均匀分散于纤维中,从而达到护

肤保健效果。

1 芦荟

芦荟(aloe)又名纳会、象胆,属百合科多年生植物,
是集医疗、美容、保健、观赏于一身的神奇植物[6]。美

国Carrington(卡林顿实验室)将芦荟叶成分分成两部

分,一部分为芦荟叶肉凝胶,主要含单糖及芦荟多糖,
芦荟多糖具有重要生物活性作用,对抑制癌细胞、治疗

糖尿病等有很强作用,同时具有抗衰老作用,常用在医

药、美容产品及芦荟食品中;另一部分芦荟活性成分为

蒽醌化合物及其衍生物,主要存在于芦荟表皮中,主要

包括芦荟素、芦荟苦素等,主要有杀菌、消炎、抗紫外作

用[7-8]。芦荟因其独特的护肤、保湿、消炎、抗衰老等

作用,在医药、美容及保健方面研究甚广,而在纺织品

中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
日本拜耳公司将化妆品与纺织品相结合,开发出

一系列护肤织物,它以芦荟萃取液为主要成分,配以鲨

烯,制备多种护肤整理加工产品(TAS-TEX系列)。日

本高濑染工场也推出芦荟护肤织物,名为“芦荟弗莱

休”,因具有良好的保湿性,多用于制作内衣、婴儿用

品[9]。HolmeI等[10]综述了能够赋予织物附加值的纺

织品,其中包括护肤保健的芦荟纤维。JoannaF等[11]

在生物合成纳米纤维素过程中,将芦荟提取液加入其

中,虽然降低了纳米纤维素的结晶度、拉伸强度,打乱

了分子间氢键作用,但提高了其拉伸性能及与细胞的

生物相容性,可作为人造皮肤等。与国外的大量深入

研究相比,国内有关芦荟对织物整理方面的研究报道

甚少,西安工程大学探讨了“芦荟保湿护肤羊绒衫整理

技术的研究”,该研究利用芦荟粉对人体的保健特性,
采用油相分离技术,制备了芦荟微胶囊。近年来,以芦

荟活性成分加入纺丝液中进行纺丝,制得芦荟纤维的

方法逐渐形成。其中,以棉浆粕为原料,湖州珠力科技

公司在纤维素纤维纺丝时加入芦荟原液,制成芦荟纤

维;新乡白鹭化纤集团公司也开发出芦荟营养黏胶纤

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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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芦荟纤维制备

继牛奶蛋白纤维、甲壳素纤维、海藻纤维及珍珠纤

维之后,芦荟纤维是又一种新型护肤纤维。虽然目前

市场上的芦荟纤维是在纤维素纤维纺丝过程中加入芦

荟活性成分制得的芦荟纤维,但在一定程度上,对皮肤

具有一定的滋润、保湿等功能。其具体的制备工艺流

程为:芦荟经过剥皮去胶,凝胶均匀打浆,通过一定热

水提取、乙醇沉淀等方法分离,形成芦荟萃取液,冷藏

储存备用。纤维素浆粕经过碱浸、压榨、粉碎、老化、黄
化等一系列过程使其溶解,形成纺丝溶液,加入备用的

芦荟萃取液混合均匀,过滤、脱泡、湿法纺丝、后处理,
最后成品包装。此种方法制得纤维的护肤功能持久,
耐水洗性较好。目前市场上的芦荟纤维大部分以短纤

为主,其规格为1.67dtex×38mm[12]。

3 芦荟纤维的特性

3.1 基本性能

芦荟纤维是一种新型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因此,其
分子链由D-葡萄糖以β-1,4苷键连接而成,具有再生

纤维素纤维的一般性能,芦荟纤维横截面呈锯齿状且

不规则,纵向圆柱体,平直、光滑且有沟槽,形态与黏胶

纤维相似[13]。因分子中含有大量的羟基,故其吸湿性

好,易于染色,不易起静电,不耐强碱和酸,有较好的可

纺性能,所得织物柔软、光滑、透气性好,穿着舒服。在

具有一般再生纤维素纤维优点的同时,芦荟纤维也有

些缺点,如缩水率高,易于变形,湿模量较低等。李培

光等[14]对芦荟黏胶织物性能进行测试发现,芦荟纤维

的保湿性略低于芦荟黏胶-竹炭纤维,主要是由于竹

炭材料的加入增强纤维阻扰热量通过的能力,但其透

湿性能较好。马顺彬等[15]将芦荟纤维和普通黏胶纤

维的性能通过实验对比分析发现,芦荟纤维的断裂强

度高于黏胶,但断裂伸长率低于黏胶;柔软性及平滑性

较黏胶好,但其可纺性能较黏胶纤维低,故一般采用与

棉、竹等纤维混纺提高芦荟纤维的可纺性能。由芦荟

纤维所制成的针织物,保暖性及透湿性能优越,横向撕

破强力和拉伸强力较纵向高,因此,芦荟纤维可用于功

能性针织用纺织品的开发。
芦荟纤维的染色性能基本类似黏胶及棉纤维,但

一定程度上又优于棉纤维。张峰等[16]采用直接染料

对芦荟纤维及棉纤维染色,对比发现,直接染料对芦荟

纤维的染色性能优于棉纤维,主要原因可能是芦荟纤

维中含有芦荟活性成分———乙酰化多糖,含有较多可

提供的电子氧原子,形成更多氢键缘故。冯晓婷等[17]

采用活性染料(活性艳红)对其针织面料织物染色,染
色后织物的牢度(耐摩擦色牢度、耐汗渍色牢度及耐水

洗色牢度)较好,均达到4级以上,满足纺织品染色质

量标准的要求。

3.2 功能性

3.2.1 保湿性

芦荟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主要有芦荟多糖、氨基

酸、微量元素及大量的芦荟素等,具有健肤美容、消炎、
提高人体免疫力等作用。保证皮肤健康、延缓衰老的

重要条件之一是保湿,而芦荟的护肤功能突出体现在

优良的保湿性上,因此芦荟纤维具有良好的保湿性

能[18-19]。芦荟的保湿性可能的机理为其中的多糖、氨
基酸等活性成分构成保湿因子,保湿因子可以补充皮

肤损失的水分,提高皮肤保水力,防止皮肤因缺水而产

生细小皱纹和干燥现象,同时,多糖中的众多羟基可与

水形成氢键,相互交联成网状结构,从而达到保湿及吸

湿的效果[20]。刘新等[21]认为多糖的保湿作用,是因为

多糖可以与蛋白质组成含大量水分的胶状基质,向皮

肤供应水分,达到保湿的效果;其次,多糖具有良好的

成膜性,可以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膜,从而减少水分的

蒸发。而对于芦荟纤维来说,其保湿性能的可靠性及

合理性解释尚不清楚,芦荟的活性成分在纤维中所起

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及研究。

3.2.2 保健性

芦荟多糖具有抗炎等提高机体自身免疫力的作

用,芦荟中多糖主要成分为甘露葡聚糖、甘露聚糖、乙
酰化的(1-4)-甘露聚糖等。有研究认为,乙酰化甘露

聚糖有抑制人体细胞突变,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活

性[22-23]。吴广枫等通过芦荟多糖的纯化分离,研究其

在体外抗氧化活性的性能,实验表明芦荟多糖中所分

离的AP-A-2有较高的清除O-
2 ·和 H2O2的能力,但

对·OH的清除能力较弱[24]。芦荟多糖的免疫调节及

抗氧化性研究更多地应用于医学领域,采用生物活体

(多为小白鼠)实验对多糖的免疫调节功能进行研究,

SumitKumar等[25]利用白化病小老鼠研究多糖的免

疫调节能力,通过7天的处理发现老鼠的死亡率下降

而生存值增加。虽然有关芦荟纤维具有免疫调节的生

物活体实验未见报道,但医学方面的研究从侧面反映

了芦荟纤维的免疫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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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芦荟纤维产品开发及应用

芦荟纤维因具有与棉及黏胶纤维相近的物理化学

性能,固其主要应用于混纺纤维织物的开发,广泛应用

于内衣,衬衣、袜子等领域。

4.1 产品开发

芦荟纤维因其优良的服用性能,常与棉、麻、丝等

混纺制得纱线及织物,实现纤维性能优势的互补。张

立峰等[26]采用芦荟纤维、绢丝、棉纤维及氨纶纺制出

40tex的包芯纱,优化纺纱工艺,所制得的包芯纱满足

质量要求。李军华等[27]采用莫代尔及麻赛尔分别与

芦荟纤维混纺成纱,通过测定纱线断裂强度、条干均匀

度、千米细节、毛羽指数、百米重量偏差等指标发现,芦
荟纤维混纺纱线达到FZ/T12003-2006《黏胶纤维本

色纱线》标准一等品要求。刘红[28]设计了不同混纺比

的芦荟纤维/棉纤维(100/0,75/25,50/50,25/75,0/

100)二组分纱线,及芦荟黏胶纤维/棉纤维/莫代尔纤

维(50/33/17,34/33/33,17/33/50)三组分纱线,并进

行混纺产品开发。白娟等[29]详细研究了由西櫵纤科

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的芦荟纤维纯纺纱的基本性能,研
究表明纱线的细度均匀度、强力、断裂伸长较好,回潮

率较高,纱线毛羽均匀,手感柔软,耐湿、干热性能较

好,耐碱不耐酸,同时开发出6种不同组织的针织面

料,且面料均符合针织物的质量标准。刘云等[30]采用

电脑横机开发出纬平针组织、四角网眼组织的芦荟针

织面料,同时选用碳酸钠作为煮练剂对设计面料前处

理,采用活性染料对织物染色。

4.2 芦荟纤维应用

芦荟纤维作为新型的护肤保健纤维,主要应用于

服装面料,家纺及工业方面。

4.2.1 服装

芦荟纤维的护肤保健作用,使其常用于贴身服饰,
如做成内衣、背心、汗衫、睡衣等。针对棉织物易皱及

尺寸稳定性问题,可采用芦荟纤维与棉、黏胶混纺,赋
予织物良好的蓬松性、柔软性,进一步提高穿着舒适性

及保暖性。除此之外,芦荟纤维还可与羊毛等混纺,使
织物保持柔软、蓬松的手感,改善其服用性能。

4.2.2 家纺

除了在服装服饰方面的应用外,芦荟纤维在家用

纺织品包括浴巾、毛巾、床上用品等方面的应用也是必

不可少。芦荟纤维护肤润肤、柔软滑爽的特性,能够带

给我们整晚舒服的睡眠。

4.2.3 产业用品

芦荟作为独特的植物,其主要应用于医药、美容等

领域。同样的,芦荟纤维易适用于医药及美容方面的

应用。在医疗上,芦荟纤维可用于医用口罩、手套、绷
带等辅料;在美容上,可用于面膜、化妆棉等。

5 结语

在当今社会倡导绿色、功能及保健纺织品的潮流

下,作为具有独特功能及良好服用性能的芦荟纤维,顺
应时代潮流,为功能纺织品的开发设计添加活力,注入

新鲜血液,满足当今社会人们对纺织品功能化的需求。
因此,芦荟纤维及其混纺织物提高了纺织品的附加值,
激发了市场潜力,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及社会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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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andApplicationDevelopmentofAloeFiber
BIANJie1,QIXiao1,LVJing-chun1,CHENJia-yi1,

CHENBing-ying1,WANGChun-xia1,ZHOUQing-qing1,2,*

(1.YanchengInstituteofTechnology,Yancheng224051,China;

2.ZhejiangSci-Tech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Preparationmethods,basicproperties,moistureandhealth-careperformanceofaloefiberwereintroduced.Productde-
velopmentandapplicationstatusofaloefiberinfunctionaltextilesweredetailed.Asanovelfunctionalfiber,aloefiberhasanexten-
siveapplicationprospect.

Keywords:aloefiber;skin-careandhealth-care;functionaltextile


(上接第10页)

ResearchProgressofFabricTactilityEvaluationMethod
QIJing-jing1,QIANXiao-ming1,*,FENGYan1,WANGLi-jing1,MAJi-lan2,HANLi-na2

(1.TianjinPolytechnic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2.BeijingJinglanNonwovenFabricCo.,Ltd,Beijing101204,China)

  Abstract:Thesubjectiveandobjectiveevaluationmethodoffabrictactilitywereintroduced.Andsomeproblemsexistinginfabric

tactileevaluationwereproposedatpresent.Thedevelopmenttrendoffabrictactileevaluationwasalsoprospected,suchastheestab-

lishmentofthesystemevaluationsystem,quantitativetouchevaluationandtheformationofuniformstandards.

Keywords:fabrictactility;evaluatemethod;existingproblems;development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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