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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乙酸在苎麻脱胶预处理工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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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过氧乙酸在苎麻预处理工艺中的应用，探讨了过氧乙酸用量，温度，时间和pH值4

个因素对过氧乙酸预处理效果的影响。根据苎麻精干麻的断裂强度、断裂伸长率、断裂比功、

SEN和XRD等物理机械性能和表面形态的测试，对比分析了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胶工艺和

传统化学脱胶工艺的精干麻性能。实验表明，当过氧乙酸浓度为2．5％，温度为50 oC，pH值为

8．O，时间为2 h，苎麻精干麻的断裂强度可以达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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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化学脱胶工艺常用浸酸工艺来对苎麻原

麻进行脱胶预处理，虽然浸酸预处理工艺去除胶

质的效果比较显著。但是会导致纤维素的损伤，

引起纤维断裂强度下降¨’2J。针对此不足，有学

者分别采用双氧水、次氯酸钠对苎麻原麻进行预

氧、预氯处理的研究，研究表明预氧、预氯处理较

常规预酸处理时间短，脱胶效果好H’4』。但是过

氧化氢会引起纤维素的氧化，引起纤维断裂强度

的下降。此外，次氯酸钠也不利于人体健康保护。

过氧乙酸生物降解性好，完全燃烧能生成二

氧化碳和水，不会留下任何有害物质∞．6J。过氧

乙酸具有很强的氧化性和漂白性，常被作为医疗

或生活消毒药物，以及纺织品、纸张、油脂、石蜡和

淀粉的漂白剂使用一’8 J。

本文使用过氧乙酸对苎麻原麻进行脱胶预处

理，并将传统化学脱胶工艺的浸酸工序和头道碱

煮工序合并为过氧乙酸预处理一道工序，以缩短

传统化学脱胶的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1’实验部分

1．1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苎麻原麻由明星麻业有限公司提

供。实验中所用的主要药品如表1所示。

表1实验药品和规格

Table I Laboratory reagents

1．2实验条件

实验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温度为20℃，

相对湿度65％。如果实验在非标准大气条件下

进行，实验条件必须保持稳定。

1．3测试方法

1．3．1形态观察

样品的表面形貌在JSE一5600LV(JEOL，日

本)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下观察。测试条件

为相对湿度65％，温度20℃，加速电压10 kV，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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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前样品需进行镀金处理。
1．3．2 X一衍射测试

样品的x射线衍射分析在D／Max一2550 PC

(RIGAKU，日本)型x射线衍射仪上进行测试。

样品制成粉末安放在玻璃的样品架上，在稳定条

件下分析。

1．3．3强伸性能

每个试样随机抽取50根单纤维，使用XQ一2

纤维强伸度仪进行拉伸，最大量程为100 cN，预

加张力为200 mg，夹持距离为20 nl／n，拉伸速度设

定为10 mm／mino

1．4实验方案

本文苎麻脱胶工艺流程为：

苎麻原麻一过氧乙酸预处理叶氢氧化钠煮练

_水洗_给油_÷脱水_+烘干

过氧乙酸预处理工艺是利用过氧乙酸与纤维

素以及半纤维素中醇羟基的低反应性，去除苎麻

原麻中的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非纤维素物

质p’1 01。影响过氧乙酸脱除效果的主要因素有过

氧乙酸的浓度、温度、时间和pH值等⋯’12 J。本文

以苎麻精干麻的断裂强度作为实验指标，来评价

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胶的最佳工艺条件，断裂

强度越大越好。本文选择温度、时间、过氧乙酸浓

度和pH值4个因素作正交优化，每个因素分别

选取了4个水平进行实验，得到的因素水平表如

表2所示。

因本例是4因素4水平的实验，且不考虑交

互作用，故选用L16(45)正交表安排实验。此外，

氢氧化钠煮练工序的实验参数为：氢氧化钠

15％，硅酸钠2．5％，三聚磷酸钠2％，温度100

℃，时间3 h，浴比l：15。

2结果与讨论

2．1正交实验结果分析

过氧乙酸浓度、温度、时间和pH值对苎麻纤

维断裂强度正交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正交实验结果

Table 3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results

序号 A B C D强度／(eN·dtex一)

由表3可以看出过氧乙酸浓度，温度，时间，

pH值对强度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为：过氧乙酸浓

度>时间>温度>pH值，即过氧乙酸浓度对纤维

的强度影响最大，时间和温度次之，pH影响最小。

因此，以断裂强度为衡量标准，过氧乙酸预处理工

艺的最优实验条件为：A284CAIM即：温度50℃，

pH值8．0，时间为2 h，过氧乙酸浓度为2．5％。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对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

最优脱胶工艺进行了实验验证，并同传统化学脱

胶工艺(二煮一漂)制备的精干麻物理机械性能

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胶工艺

制备的精干麻纤维其断裂强度为6．89 cN／dtex、

断裂伸长率为4．45％和断裂比功为O．13 N／

mm2，优于传统化学脱胶工艺制备的精干麻纤维

的断裂强度6．81 cN／dtex、断裂伸长率3．34％和

断裂比功0．09 N／nun。。

2．2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测试

由图l和图2可知，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

胶工艺和传统化学脱胶工艺相比，过氧乙酸一氢

氧化钠脱胶工艺可以有效地去除包覆在纤维周围

一一一c一。¨2¨一一一臁B一汕鲫加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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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不同脱胶方法制备的精干麻纤维物理机械性能指标

Table 4 The properties of the degummed fiber were treated by different degumming method

图1 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胶的电镜照片

Fig．1 The degummed fiber was treated by peracetic

acid—sodium hydroxide degumming process

的胶杂质，纤维表面光洁。
2．3 X一衍射测试(XRD)

苎麻原麻、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胶和传统

图2传统化学脱胶的电镜照片

№．2 The degummed fiber Was treated by

traditional chemical degumnang process

化学脱胶的精干麻结晶度的变化利用X一衍射进

行分析，实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精干麻XRD测试结果

Table 5 XR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degummed fiber

由表5可以看出，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胶

的精干麻结晶度为78．15％，与苎麻原麻的结晶

度81．32％相比变化不大。但是，过氧乙酸一氢

氧化钠脱胶的精干麻结晶度低于传统化学脱胶的

精干麻结晶度。

3 结论

过氧乙酸浓度，温度，时间，pH值对苎麻精干

麻断裂强度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过氧乙

酸浓度>时间>温度>pH值，即过氧乙酸浓度对

纤维的强度影响最大，时间和温度次之，pH影响

最小。因此，以强度为衡量标准最优工艺为：

A284C。D4，即：温度50℃，pH值8．0，时间为2 h，

过氧乙酸浓度为2．5％。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

胶工艺制备的精干麻断裂强度、断裂伸长率和断

裂比功均高于传统化学脱胶工艺。

SEM测试表明，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胶后

包覆在苎麻原麻周围的胶质基本去除，纤维表面

光洁。XRD测试表明，过氧乙酸一氢氧化钠脱胶

制备的精干麻结晶度小于传统化学脱胶工艺制备

的精干麻结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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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eracetic Acid on the Pretreatment Process of

the Ramie Degu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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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Engineering，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2．Cofiege of Textiles，Donghas University，Songjiang Shanghm 201620，China ，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pemcetic acid on the pretreatment process of the ramie degumming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The

four factors the dosage of peracetic acid，temperature，time and pH value on the effect of pretreatment effect were discussed．Ac·

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su_d'ace morphology，such船tenacity，breaking elonga-

tion，specific work of rupture，SEM and XRD and 80 on，the property of degummed fiber treated by peracefie acid—sodium hy-

droxide degumming process and traditional chemical degumming process respectively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The experimen-

tal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acetic acid peroxide was 2．5％，the temperature WaS 50℃，pH value of 8．0，

time w踮2 hours．the tenacity of the degummed fiber was the best．

Keywords：peraeetic acid；ranlie；degumming；SEM；XRD；fibre property

(责任编辑：沈建新)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