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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棉织物抗皱整理的基本原理,综述了棉织物抗皱整理剂和抗皱工艺的研究进展,展望了棉织物抗皱整

理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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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棉纤维在纺织行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其主要组成物质是纤维素,化学式为(C6H10O5)n,棉织

物的各种物理化学性能都与其结构息息相关[1-3]。棉

织物因吸湿性好、柔软性好等优点,深受国内外企业和

大众消费者的喜爱;但由于纤维素结构中非结晶区的

存在,棉织物经洗涤后,容易起皱变形,影响穿着者的

美观和舒适感[4]。所以,棉织物抗皱整理成为其后整

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1 棉织物抗皱整理基本原理

在纤维素结构中存在两个区域,即结晶区和非结

晶区。在纤维的结晶区,纤维素大分子链排列整齐,分
子间作用力大,当受到外力时,不易变形;而在纤维的

非结晶区,大分子链排列松散,且分子间作用力小,当
受到外力时,部分分子间的氢键会被拆散,在新的位置

上重新形成新的氢键稳定下来,即棉织物发生蠕变,受
力大于蠕变恢复的能力,产生折皱。故棉织物折皱主

要是发生在非结晶区[5-7]。而提高棉织物抗皱的基本

原理主要有2种:树脂沉积理论和共价交联理论。分

别是通过树脂在一定条件自身缩合形成网状结构沉积

在纤维的非结晶区和在纤维的非结晶区与纤维素分子

形成共价键来达到抗皱目的[8]。通过这2种理论都可

提高棉织物的抗皱性能,但会使棉织物机械强力下降,
同时还会产生有毒物质———甲醛。针对其一,可以在

无定形区加入纳米材料[9]、柔软剂、树脂等方法改善;
其二可以使用不产生甲醛的整理剂,例如多元羧酸类

整理剂,可以加入与甲醛发生反应的物质,例如:液氨,

在工厂中应用最多的就是水洗和皂洗,或者对纤维进

行改性等方法。

2 棉织物抗皱整理剂研究进展

2.1 多元羧酸类整理剂

多元羧酸是指羧基数目在3个或3个以上的羧

酸,其中丁烷四羧酸(BTCA)、柠檬酸(CA)、马来酸

(PMA)是应用最多的3种羧酸[10]。其与纤维素的交

联机理有:催化成酐理论、催化成酯理论、催化成酐成

酯理论及其他催化剂催化机理[11]。
潘俊兵等[12]以丁烷四羧酸为整理剂,综合各种机

械性能和免烫性能,得出在低温长时间条件下,织物折

皱回复角可由原来的184°提高到275.7°,抗皱效果突

出,但其价格昂贵。王洪海[13]将柠檬酸(CA)和马来酸

(PMA)以5∶15的 质 量 比 混 合 制 成 混 合 多 元 酸

MPAC,经测试得出其抗皱效果与BTCA相当,而且整

理后的织物白度只有轻微下降。王海东等[14]将柠檬

酸与环氧氯丙烷以1∶0.8的比例自制出多元羧酸抗

皱整理剂PCA,与在相同工艺条件下单独用柠檬酸整

理的棉 织 物 相 比,折 皱 回 复 角 和 白 度 分 别 提 高 了

16.33%和22.3%,且织物强降率减少了5.78%。田

俊阳等[15]除了将柠檬酸与环氧氯丙烷混合,再加入了

酒石酸自制成PCFA,经其处理后的白度也远高于相

同工艺条件下经柠檬酸处理的棉织物,折皱回复角由

161°提高到254°,强降率为39.28%。
综上所述,丁烷四羧酸与柠檬酸(CA)、马来酸

(PMA)相比,其抗皱效果最好,但是其价格昂贵,且整

理后织物强力损失大,一般不被企业接受,可通过加入

多元醇扩链剂,以达到降低焙烘温度,减少BTCA用

量,降低成本的目的。单独用马来酸和柠檬酸整理棉

织物,易使织物变黄,但是将两者按一定比例混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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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得与丁烷四羧酸抗皱效果相当的多元羧酸,还可解

决其本身使织物变黄的缺陷。同时,将柠檬酸与环氧

氯丙烷及酒石酸混合,也可得到较好抗皱效果和白度

的棉织物。

2.2 乙二醛

乙二醛,因其成本低廉,能与纤维素分子发生交联

反应,从而提高棉织物的抗皱性能,也成为无甲醛抗皱

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16]。乙二醛在整理棉织物时,在
预烘阶段,并没有与纤维素充分反应;高温焙烘时,才
充分反应形成二缩醛化合物。

余燕平等[17]以其作为整理剂整理棉织物,证明用

此是可行的,并且效果优于其他树脂整理。但是用乙

二醛整理棉织物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整理后织

物的湿折皱回复性差;另一方面是整理后织物的强力

损失严重。王婧等[18]将明胶水解与乙二醛复配,具有

很好的协同增效作用,经过工艺优化后,折皱回复角可

提高30%~40%,同时还提高了织物的吸湿性,但织物

的白度和强力都有所降低。郭静娜等[19]将水解淀粉

与乙二醛复配,发现不管是在氯化镁还是在硝酸脲的

催化剂作用下,整理后棉织物的强力都能提高10%左

右,但是湿折皱回复性并不是很理想。
综上所述,不管是将乙二醛与水解明胶复配,还是

与水解淀粉复配处理棉织物,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加热,
纤维素和明胶或是纤维素和淀粉都会与乙二醛发生醇

醛缩合反应,产生了半缩醛、双-半缩醛、单乙缩醛和二

乙缩醛等,这些化合物的增加,提高了织物的抗皱性,
但是只能解决单独使用乙二醛整理棉织物存在的一个

问题,强力和湿折皱回复性不能同时提高,故应该在保

证其强力的同时尽量提高湿折皱回复性,或者在保证

湿折皱回复性的同时尽量提高其强力。

3 棉织物抗皱整理工艺研究进展

传统抗皱整理过程一般为:浸轧整理剂→预烘→
焙烘→后处理。因为焙烘温度高,难免会对织物白度

以及强力造成损伤。王海英等[20]对棉织物进行轧-
蒸潮态整理,整理后抗皱效果与传统工艺整理效果相

当,并且其机械性能如断裂强力明显优于焙烘工艺整

理织物的断裂强力。张新海等[21]对棉织物进行微波

辅助整理,与传统工艺相比,具有较好的强力保留率。
张佳佳[22]研究了浸轧-烘法、浸轧烘燥焙固法、浸轧快

速烘焙法等工艺,浸轧快速烘焙法能较好地在纤维素

内部形成强交联网,从而获得更好的抗皱效果。
张建娟[23]研究了泡沫抗皱整理工艺,整理后棉织

物具有较佳的抗皱性和耐洗性,提高了抗皱面料的品

质,整体上来说,此工艺略优于传统抗皱整理工艺。钱

洪海等[24]利用电子束辐照加工技术,用有机硅无甲醛

抗皱整理剂整理棉织物,在改善棉织物抗皱性能的同

时提高了耐久性能。
综上所述,轧-蒸潮态整理、微波辅助整理、泡沫整

理、电子束辐照整理等新型的抗皱整理工艺优于传统

整理,在提高其抗皱效果的同时,解决了传统整理工艺

强力损失严重的问题,并且还可以提高其耐久性,从而

改善棉织物面料的质量。

4 结语

从低甲醛整理剂到超低甲醛整理剂,再到现在的

无甲醛整理剂、聚氨酯整理剂[25-26],是从人类安全的

角度出发,不断克服棉织物抗皱整理存在的缺陷;从浸

轧抗皱整理工艺,到汽蒸工艺,再到泡沫工艺、电子束

辐照整理的变化,是从织物本身的机械性能的角度出

发,不断改进棉织物的服用性能。因此,安全、功能化

及生态纺织品是棉织物抗皱整理今后发展的必然趋

势[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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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basicprincipleofwrinkle-resistantfinishingofcottonfabricwasintroduced.Theresearchprogressofwrinkle-re-

sistantfinishingagentandprocesswassummarized.Thedevelopmenttrendofwrinkle-resistantfinishingofcottonfabricwasforecas-

ted.

Keywords:cottonfabric;wrinkle-resistantfinishing;developmenttrend



根据跑步频路播放音乐的服装

  毕业于英国诺桑比亚大学的VictoriaSowerby就

曾设计出可放置手机的智能运动内衣KeepBeatbra,它

不仅具备追踪心率的功能,还会在跑步者心跳过于平

缓或太快时向手机播放的音乐BPM发出警告。Keep-
Beatbra使用了一种专门为运动设计的导电布料,这样

即便运动者已经汗流浃背,放在背部的手机也不会受

到任何的影响。
在美国,牛仔品牌利瓦伊斯率先推出一款音乐外

套,不仅能播放音乐,还能把喜欢的音乐存储在芯片

中,或者收听自己喜爱的电台。它由美国麻省理工大

学媒体实验室研发,外套的布料由丝质透明硬纱制成,
音乐播放功能则由一个全布料电容键盘控制。人们只

需轻轻一按,衣服就会开始播放音乐。
音乐外套是一个环保的“音乐播放器”,它的能量

来源主要依靠太阳能、风能、温度和物理能源等可持续

能源。研究人员还致力于研发一种靠弯曲发电的布

料,只要人们穿上它活动便能发电。
(来源:纺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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