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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韧皮果胶在羊绒针织物上的抗菌整理研究

赵　 磊， 张永革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５）

摘　 要： 采用相同的酸提取工艺提取木芙蓉韧皮果胶、桑枝皮果胶及锦葵韧皮果胶，并将提取的各种果胶配置成果胶整理液。
采用果胶整理液以相同的整理工艺对羊绒针织物进行整理，并测试整理后织物的抗菌性能。 研究结果表明：与木芙

蓉韧皮果胶溶液整理后织物的抗菌效果相比，桑枝皮果胶溶液整理后的羊绒针织物表面的菌落数降低更为明显；当
果胶质量分数超过 ２．５％，即为 ５％、７．５％时，锦葵韧皮果胶整理后的羊绒针织物的抗菌效果好于木芙蓉韧皮果胶、桑
枝皮果胶溶液整理后的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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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芙蓉、锦葵、桑树这 ３ 种植物的韧皮中含有大量

的纺织纤维可以利用，目前已成功提取出木芙蓉、锦
葵、桑枝皮中的韧皮纤维，并用于服装或装饰产业用纺

织品领域。 在韧皮纤维的提取过程中必须要去除韧皮

中的果胶物质，但据相关文献报道，果胶物质具有抗

菌、防紫外等功效，因此，如何合理利用果胶物质成为

研究热点。 羊绒针织物具有保暖、舒适、吸湿、防污、弹
性好等优点，但存在抗菌性差、易虫蛀的缺点［１－３］。

本文采用酸提取工艺提取出木芙蓉韧皮果胶、桑
枝皮及锦葵韧皮果胶，并将提取的各种果胶配置成果

胶整理液［４－６］，并以相同的整理工艺对羊绒针织物进

行整理，测试对比整理前后羊绒针织物的抗菌性能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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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与测试
１．１　 ３ 种植物韧皮果胶的提取

桑枝皮、木芙蓉韧皮、锦葵茎皮均取自盐城市（含
盐量在 ６‰～１０‰），分别将 ３ 种植物的韧皮粉碎备用，
以酒石酸（ＡＲ）作为化学提取剂进行提取，提取工艺过

程如下：植物韧皮预处理→加热回流果胶提取→提取

液过滤→提取液浓缩→乙醇沉淀与冲洗→果胶沉淀→
烘干果胶。 提取过程的主要工艺参数为：ｐＨ ２，提取时

间 ９０ ｍｉｎ，浴比 １ ∶ ４０［６－７］。
１．２　 羊绒针织物的果胶溶液整理

配置质量分数分别为 ０％、２．５％、５％、７．５％的果胶

整理溶液，在 ７５℃左右的恒温水浴锅中加热 ６０ ｍｉｎ，
搅拌使果胶整理溶液溶解，获得均匀分散的溶液。 将

１０ ｃｍ×１０ ｃｍ 的羊绒针织物小样放入上述配置好的果

胶整理溶液中，继续保温 ７５℃，搅拌 ３０ｍｉｎ 后，取出用

清水冲洗，晾干备用。
１．３　 羊绒针织物的抗菌性能测试

选用金黄色葡萄球菌，按照 ＦＺ ／ Ｔ ７３０２３—２００６
《抗菌针织品》测试整理前后羊绒针织物的抗菌性能。
采用细菌数 Ｍ、抑菌值 Ａ、抑菌率 Ｙ 评价抗菌性能，其
中洗脱液的用量为 １５ ｍＬ，计算公式见式（１） ～ （３）：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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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Ｚ×Ｒ×１５ （１）
Ａ＝ ｌｇＣｔ－ｌｇＴｔ （２）

Ｙ＝（Ｃｔ－Ｔｙ） ／ Ｃｔ×１００ （３）
式中：Ｍ———测试样品时放入的细菌数；

Ｚ———２ 个培养皿菌落数（ＣＦＵ）的平均值；
Ｒ———稀释倍数；
Ａ———抑菌值；
Ｔｔ———２ 个试样接种并培养 １８ ～ ２４ ｈ 后测得的

细菌数的平均值；
Ｙ———抑菌率，％；
Ｃｔ———标准空白试样的活菌浓度；
Ｔｙ———抗菌织物试样的活菌浓度

２　 羊绒针织物整理前后的抗菌性能
２．１　 木芙蓉韧皮果胶

细菌培养结果显示，整理前的羊绒针织物经营养

琼脂培养基（ＥＡ）溶液培养之后，在培养皿上形成的菌

落数最多；经过木芙蓉韧皮果胶溶液整理后的羊绒针

织物，由于果胶的抗菌作用，金黄色葡萄球菌很难生

存；随着木芙蓉韧皮果胶溶液整理浓度的增大，菌落数

逐渐降低。 羊绒针织物经木芙蓉韧皮果胶整理前后的

抑菌性能见表 １。

表 １　 木芙蓉韧皮果胶整理前后羊绒针织物的抑菌性

项目
木芙蓉韧皮果胶质量分数

０％ ２．５％ ５％ ７．５％

菌落数 ／ 个 １．０５８×１０６ １．９８０９×１０５ ８．２２３×１０４ ７．１９×１０４

抑菌率 ／ ％ — ８１．２８ ９２．２２ ９３．２０

抑菌值 — ０．７２６ ７ １．１０９ ５ １．１６７ ８

由表 １ 可知，木芙蓉韧皮果胶溶液整理后织物的

抑菌率随着果胶溶液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加。 当果胶

溶液质量分数从 ２．５％提高到 ５％时，抑菌率的增加非

常明显，而果胶溶液质量分数从 ５％提高到 ７．５％时，抑
菌率的提高幅度很小，这说明羊绒针织物表面结合的

果胶量已经趋于饱和，无法增加羊绒针织物的抗菌性。
２．２　 桑枝韧皮果胶

细菌培养结果显示，经过营养琼脂的培养之后，羊
绒针织物表面形成的菌落数最多。 经过桑枝果胶溶液

整理后，羊绒针织物表面的菌落数较木芙蓉果胶整理

的针织物下降得更为明显。 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采

用相同的提取工艺提取果胶时，桑枝皮果胶中抑菌成

份的浓度更高，有利于抑制细菌的生长。 羊绒针织物

经桑枝韧皮果胶整理前后的抑菌性见表 ２。

表 ２　 羊绒针织物经桑枝韧皮果胶整理前后的抑菌性

项目
桑枝韧皮果胶质量分数

０％ ２．５％ ５％ ７．５％

菌落数 ／ 个 １．０４９×１０６ １．７２０１×１０５ ６．２３２×１０４ ５．６９×１０４

抑菌率 ／ ％ — ８３．６０ ９３．９７５ ９４．５７６

抑菌值 — ０．７８５ ２ １．２２６ ２ １．２６５ ７

由表 ２ 可知，羊绒针织物经桑枝韧皮果胶溶液整

理后，其抑菌率的变化趋势和表 １ 近似，均随果胶溶液

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加。 当果胶质量分数为 ７．５％时，
整理后羊绒针织物抑菌率达到 ９４．５６７％。
２．３　 锦葵韧皮果胶

羊绒针织物经锦葵韧皮果胶整理前后的抑菌性见

表 ３。
表 ３　 羊绒针织物经锦葵韧皮果胶整理前后的抑菌性

项目
锦葵韧皮果胶质量分数

０％ ２．５％ ５％ ７．５％

菌落数 ／ 个 １．５９４×１０７ ２．２３×１０６ ２．８０４×１０５ ３．８１×１０４

抑菌率 ／ ％ — ８６．０１ ９８．２４ ９７．６１

抑菌值 — ０．５５４ ２ １．７５４ ７ ２．６２１ ６

由表 ３ 可见，未经整理的羊绒针织物上形成的菌

落数最多， 但当锦葵韧皮果胶质量分数较低时

（２．５％），抗菌值没木芙蓉韧皮果胶及桑枝韧皮果胶整

理后的高。 但当质量分数为 ５％、７．５％时，锦葵韧皮果

胶整理后的羊绒针织物的抗菌效果却比另外两种织物

好很多。

３　 结　 语
经木芙蓉韧皮果胶溶液整理后，羊绒织物的抑菌

率随着果胶溶液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加。 当果胶溶液

质量分数从 ２．５％提高到 ５％时，抑菌率的增加非常明

显，而果胶溶液质量分数从 ５％提高到 ７．５％时，抑菌率

的提高很小。
与木芙蓉韧皮果胶溶液整理后织物的抗菌效果相

比，桑枝果胶溶液整理后的羊绒针织物表面的菌落数

降低更为明显。 当整理液质量分数为 ７．５％时，整理后

羊绒针织物抑菌率达到 ９７．６１％。 当整理液质量分数

超过 ２．５％，即质量分数在 ５％、７．５％时，锦葵韧皮果胶

整理后的羊绒针织物的抗菌效果比木芙蓉韧皮果胶、
桑枝果胶溶液整理后的织物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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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经纱张力增加后，经纱的断头不会增加，反而会减

少，原因是剪花经纱和表里换层经纱依靠摩擦力控制

送经，本身张力小，因此增加张力后，不会造成表里换

层经纱和剪花经纱的断头，但梭口容易清晰，经纱被剑

头冲断的概率变低，因而经纱断头减少［５］。
２．６．７　 边纱根数

管状织物织制时，需要使用弹力纬，为了形成经向

管子，弹力纬有较长的浮长线，浮长线收缩会使织物布

边不平整，极易造成卷边疵点。 为了防止产生卷边疵

点，经向管子距离布边的距离要大于 １．５ ｃｍ，如果小于

这个距离，可增加边纱根数，以防止织物卷边。 本织物

经向管子与布边的距离较大，边纱根数为 ２８ 根×２。
２．６．８　 后梁高度

选用中后梁，后梁高度为 ９０ ｍｍ。 生产过程中，由
于起管经纱经织缩小，上层经纱容易下沉，因此适当降

低后梁高度，有利于减少起管经纱的下沉。
２．６．９　 加大上机张力

织物织制时，由于起管经纱经织缩小，上层经纱容

易下沉，因此采用大张力织造。 上机张力大，地经纱张

力大，伸长也大，能弥补地经纱与起管经纱的织缩差

异，有利于梭口清晰。 两侧张力重锤杆上各配置一只

５ ｋｇ 的张力重锤［４］。
２．６．１０　 废边纱根数

非弹力纬纱织制时，废边纱根常用 １２ ～ １６ 根，弹
力纬织制时纬纱容易收缩，将废边纱增加到 ２０ 根，能
防止形成边疵点。

３　 织物的成品规格
成品幅宽 １４５ ｃｍ，织物平纹处经密为 ２６４ 根 ／ １０ ｃｍ，

表里换层处经密为 ８８９ 根 ／ １０ ｃｍ，起管处经密为

９６０ 根 ／ １０ ｃｍ，织物平均经密 ４９８ 根 ／ １０ ｃｍ，总经根数

为 ７ ２２０ 根，其中边纱为 ２８ 根×２。 经织缩 ５％，纬织缩

１９．３％，染整幅缩率 ７．４％。

４　 生产中的注意事项
色织经向剪花管状织物织造难度大，有 ４ 个系统

的经纱，需要三轴织造，生产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
（１）减少起管经纱和地经纱的织缩差异。 生产经

向管状织物时，如果起管经纱和地经纱在同一个织轴

上，并轴时，起管经纱和地经纱的退绕张力需要分开控

制，起管经纱的退绕张力要大于地经纱的退绕张力；起
管经纱容易下沉，可通过降低后梁高度、增加上机张力

等措施解决。
（２）纬向弹力织物织制时，通过增加纬纱的释放

长度、推迟接纬剑退出梭口的时间、增加废边纱根数等

措施防止产生边纬缩。
（３）经向管状织物织制时，容易产生卷边疵点，管

子与布边的距离要大于 １． ５ ｃｍ，若距离小于 １． ５ ｃｍ
时，可通过增加边纱根数来解决。

（４）为使梭口清晰，通过增加表里换层经纱和剪

花经纱的综框高度，可以改善梭口的清晰程度。
（５）为防止挡车工接错纱头，织造时各系统的经

纱要用分绞棒隔开。
通过采取以上的一系列工艺措施，保证了织造的

顺利进行，织机的生产效率都达到了 ８８％以上，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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