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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用SSU生物酶改性的淀粉浆料的浆液、浆膜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并对T/C13tex混纺纱进行了经纱上

浆实践,测试了上浆纱各项性能指标。结果表明,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成膜完整,浆液黏度稳定性好,对涤/棉纤维

的黏附性强,浆纱强力、耐磨性、毛羽降低率等明显提高,上浆效果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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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是一种新型的绿色环保淀粉

浆料,它是通过SSU生物酶对原淀粉进行酶处理并加

入特定助剂,采用一定的物理、化学方法而制得的。本

文通过对该浆料的基本性能、浆液性能、浆膜性能及浆

纱性能进行综合测试分析,以求作出客观评价,供企业

经纱上浆生产参考。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主要材料:SSU生物酶变性淀粉(甘肃丰收农业生

产有限公司),变性淀粉(宝鸡陕丰淀粉有限公司),聚
乙烯醇PVA(兰州维尼纶厂),聚丙烯酸(西安五环集

团);T/C13tex混纺纱,14.6tex纯棉粗纱。
主要仪器:YT821型可调漏斗式黏度计(常州华纺

纺织仪器有限公司),NDJ-79型旋转式黏度计(同济大

学机电厂),HH-2型恒温水浴锅(国华电器有限公

司),HD021N 单 纱 强 力 仪 (江 苏 南 通 宏 大 集 团),

ASS3000型全自动单纱浆纱机(天津市隆达机电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Y-731型纤维抱合力仪(常州纺织仪

器厂),YG171B-1型纱线毛羽测试仪(太仓市大明光电

仪器厂)。

1.2 测试方法

(1)浆料基本性能 在适度光线下观察SSU生物

酶改性淀粉的性态、颜色,嗅味,并测试其水溶性、pH
值及含水率。

(2)浆液黏度及黏度热稳定性 调制700ml浓度

6%的浆液,恒温水浴加热到95℃以上,保温30min
测试黏度值,在以后的3h内每30min测定一次,用秒

表记录黏度值[1]。
(3)浆液混溶性 按照摩尔质量比为1∶9、2∶8、3

∶7、4∶6、5∶5、6∶4、7∶3、8∶2、9∶1称取浆料,并
分别配置浓度均为6%的溶液40ml,水浴加热至95
℃直至完全溶解。然后分别取出20ml溶液倒入相对

应的试管内静置24h后,观察其分层情况[2]。
(4)浆液黏附力 将实验用浆料配制成1%浓度的

浆液1800ml,恒温水浴加热到95℃,倒入1800ml
的专用铝盒中,将准备好的14.6tex纯棉末道粗纱试

样浸渍5min后取出,室温下自然晾干。然后在织物

强力仪上测试上浆粗纱条的断裂强力,共测试30次,
计算出的断裂强力平均值即为浆液黏附力。

(5)浆膜性能 本实验采用浇铸法制备浆膜[3],制
备好的浆膜在宏大 HD021N型电子单纱强力仪上进

行测试。再分别按照浆膜水溶性和耐屈曲性测试方法

进行浆膜性能测试。浆膜主要测试指标包括外观,厚
度,吸湿性,水溶性,断裂强力等。

(6)浆纱性能 用 YG171B-1型纱线毛羽测试仪

测出毛羽指数,计算毛羽降低率;用Y-731型抱合力机

测试浆纱耐磨次数,计算增磨率;在南通宏大 HD021N
型电子单纱强力仪上测试上浆纱强力、断裂伸长;采用

氢氧化钠退浆法测试浆纱退浆率。由于上浆纱在退浆

时纱线表面的部分纤维会脱落,因此在计算退浆率时

必须考虑浆纱在退浆时的毛羽损失率[4]。

2 结果和分析

2.1 浆料性能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的基本性能如表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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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物理性能

项 目 指标值

外 观 白色粉末

气 味 无味

水溶性 在80℃时完全溶解

含水率/% 13.08
pH值 7.0

2.2 浆液性能

2.2.1 浆液黏度及黏度稳定性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的浆液黏度测定结果如

表2所示。
表2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性能

项 目
浆液黏度/mPa·s

30min60min90min120min150min180min
波动率
/%

稳定性
/%

SSU生物酶
改性淀粉 7.5 7.6 7.5 7.6 8.0 8.2 9.2 90.8

  由表2可知,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的黏度低,
便于浆纱浸透;浆液的热稳定性良好,利于保证经纱上

浆均匀。这是因为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分子量

低,降低了煮浆过程中剪切作用对淀粉分子链的力学

破坏,故浆液流动性好,黏度波动率低,提高了浆液稳

定性。

2.2.2 浆液黏度与温度、浓度的关系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黏度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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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黏度与温度的关系

由图1可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SSU生物酶改性

淀粉浆液黏度逐渐降低。温度在40~70℃时,黏度显

著降低;温度超过70℃后,黏度降低不明显。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黏度与浓度的关系曲线

见图2。由图2可看出,随着浓度的增大,SSU生物酶

改性淀粉浆液的黏度也在增大。浓度为2%-6%时,

浆液黏度增加缓慢;浓度大于6%时,浆液黏度显著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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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黏度与浓度的关系

2.2.3 浆液混溶性

按所选比例分别调制的SSU生物酶改性淀粉与

PVA、聚丙烯酸的混合浆液,其混溶性测试结果见表

3。
表3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的混溶性

混合比例
混合成分

PVA 聚丙烯酸

1∶9 不分层 不分层

2∶8 不分层 不分层

3∶7 不分层 不分层

4∶6 不分层 不分层

5∶5 不分层 不分层

6∶4 不分层 不分层

7∶3 不分层 不分层

8∶2 不分层 不分层

9∶1 不分层 不分层

 注:混合比例为SSU生物酶改性淀粉∶PVA;SSU生物酶改性淀粉∶
聚丙烯酸。

  从表3可看出,放置24h后SSU生物酶改性淀粉

与聚丙烯酸类浆料、PVA无论用何种比例混合,浆液

均不分层。这是由于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与其

他高聚物分子的共混物符合热力学相溶原理,能够获

得比较均匀和稳定的共混体系[5],故表现出非常好的

混溶性。

2.2.4 浆液的黏附力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分别对14.6tex纯棉

粗纱、13tex涤棉粗纱进行浸浆,其黏附力测试结果如

表4所示。
由表4可知,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对纯棉及

涤棉纱都有较好的黏附力,且对涤棉粗纱的黏附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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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纯棉粗纱;表明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对涤棉

纱的黏附能力强,更利于后工序织造。
表4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对纯棉、涤棉粗纱的黏附性能

项 目 纯 棉 涤 棉

平均断裂强力/N 50.50 115.14
平均断裂伸长率/% 8.39 12.20

2.3 浆膜性能

浆膜外观如图3所示,所测试的浆膜强伸度、水溶

性、耐屈曲性如表5所示。

图3 SSU生物酶淀粉浆料浆膜

表5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膜性能测试结果

 项 目 测试值

吸湿率/% 3.55
厚 度/mm 0.099
水溶速率/s 3.11
断裂强度/N·mm-2 20.12
断裂伸长率/% 2.78
耐屈曲次数/次 218

  由图3可看出,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成膜完整且

光滑,透明度较好。由表5可看出,SSU生物酶改性淀

粉浆膜断裂强力高,断裂伸长率大;浆膜水溶性好,溶
解速率快,利于后道工序退浆;浆膜的耐屈曲次数高,
浆膜柔韧性好。

2.4 浆纱性能

2.4.1 上浆配方及工艺

实验用浆料配方及上浆工艺参数分别如表6和表

7所示。
表6 浆料配方 单位:%

项 目 SSU生物酶
改性淀粉

变性淀粉 聚丙烯酸 蜡 片

配方一 90 8 2
配方二 90 8 2

表7 上浆工艺参数

项 目 浓 度/% 烘房温度/℃ 黏 度/s pH值 浆槽温度/℃

配方一 10 80 10.3 7.0 95
配方二 10 80 11.5 7.0 95

2.4.2 浆纱性能

按表6浆料配方分别配制浓度为10%的浆液,在

ASS3000型全自动单纱浆纱机上对T/C13tex混纺

纱线进行上浆,上浆纱各项性能指标测试结果如表8
所示。

表8 上浆纱性能测试结果

项 目 原 纱 配方一 配方二

耐磨次数/次 10 21 47
增磨率/% 112.2 361.1
断裂强力/cN 287.3 342.8 353.2
增强率/% 19.32 22.92
减伸率/% 10.10 19.10
退浆率/% 13.82 13.39
回潮率/% 4.34 5.97
毛羽降低率/% 60.36 94.71

  由表8可看出,T/C13tex混纺纱上浆后两种配方

的上浆纱断裂强力、耐磨性、毛羽降低率等指标都得到

很好改善,加入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的配方二要

比加入变性淀粉浆料的配方一效果更明显,特别是在

增磨率和毛羽降低率方面。总体而言,采用配方二的

浆纱工艺效果更加优异,更有利于织造。其主要原因

是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是通过对原淀粉进行生物催

化加工而成,采用的复合酶包括淀粉酶、蛋白酶、脂肪

酶,并且在制备过程中运用物理化学方法大大降低了

淀粉颗粒中的脂质、蛋白质含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

淀粉大分子之间的氢键,从而使改性后的淀粉分子大

颗粒聚合度和结晶度得到降低。

3 结论

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液黏度低,稳定性好,与其

他浆料混溶性好。其浆液黏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随
浆液浓度增大而增大;浆料对纯棉粗纱及涤棉粗纱都

有较好的黏附力,且对涤棉粗纱的黏附能力更强。
用加入SSU生物酶改性淀粉浆料的配方对T/C

13tex混纺纱上浆,其浆纱断裂强力、断裂伸长率、耐
磨性及毛羽降低率得到大大改善,尤其是增磨率和毛

羽降低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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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zingPropertiesofSSUEnzymeModifiedStarch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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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ropertiesofslurryandsizefilmofstarchpastemodifiedbySSUenzymeweretestedandanalyzed.Thewarpsizing
practicewasproceededforT/C13texblendyarn,andtheindicatorsofsizingperformanceweretested.TheresultsshowedthatSSU
enzymemodifiedstarchpastehadgoodadvantageoffilmperformanceandstrongadhesiontopolyestercottonblendyarn,theviscosi-
tystabilityoftheslurrywasfairlygoodandthesizingstrength,wearresistanceandhairratewereimprovedsignificantly.Thesizing
effectswere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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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循环利用将成“十三五”重点内容

  获悉,《纺织行业“十三五”规划》正在制定过程中,
并将建立废旧纺织品的循环再利用体系确定为“十三

五”的发展重点。
据中国循环经济学会的测算,到2013年,我国产

生了约2070万t的废旧纺织品社会存量,其中化纤

1377万t,占总存量的68%,棉纤维562万t,占总存量

的28%,废旧纺织品的综合利用量为300万t。如把上

述几项都充分利用起来,则相当于节约原油380万t,
节约耕地340万亩。

中国再生资源协会的测算显示,我国废旧衣物再

生利用率不足10%,闲置和浪费的化学纤维和棉纤维

一年用掉了半个大庆油田。这些废旧纺织品如得到回

收利用,还可减少8000多万t的二氧化碳排放。
记者了解到,建立废旧纺织品的循环再利用体系

在纺织行业的“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但到目前

为止,循环再利用还没有形成非常完善的体系。
“在正在编写的‘十三五’规划中,这肯定会成为我

们整个纺织界的一项重点。”中国纺织联合会人士说。
据悉,工信部今年5月已下发文件,探索综合废旧

纺织品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新机制新模式,
鼓励行业内符合国家政策规范条件的优秀企业参与重

大示范工程活动,充分发挥示范工程引领带头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十三五”期间有望组织开展资源回收

再利用的试点示范,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在政府规划指

导下建立废旧纺织品再利用的园区和产业基地。相关

措施将有助于废旧纺织品的循环再利用体系的建立。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中小学校服国标发布棉纤维含量不低于35%

  校服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不低

于35%、甲醛和pH值达到纺织品B类要求、衣领处不

允许缝制任何标签……今后,中小学校服质量有了统

一规范。
国家 标 准 委 批 准 发 布 国 家 标 准 GB/T31888-

2015《中小学生校服》,这也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中小

学生校服产品的国家标准。
对校服的一般性能,标准规定要与现行服装同类

标准的一等品要求相当;色牢度、水洗尺寸变化率、起

毛起球、色差、布面疵点、对称部位互差等指标,则较一

般服装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指标达到优等品

水平。
为保证校服穿着的舒适性,标准特别提出校服直

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不低于35%,不

允许在衣领处缝制任何标签等细节要求。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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