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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竹原纤维作为一种新型绿色环保天然纤维,在纺织行业中占有重要一席之位。介绍了竹原纤维改性方法,为

纺织行业开发功能服用面料提供了重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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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原纤维是由机械、物理方法直接从竹子中提取

出的纤维。相较于采用化学方法制备的竹浆纤维,它
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环保型绿色纤维,且竹原纤

维的服用舒适性也优于竹浆纤维[1]。竹原纤维不仅具

有良好的透气性、瞬间吸水性、较强的耐磨性和良好的

染色性等特性,同时又具有天然抗菌、抑菌、除螨、防臭

和抗紫外线等功能,这些优良性能符合了绿色、环保、
健康、舒适的要求。相对于棉纤维,竹原纤维比较粗、
硬,刚性较大,织造时吸湿性强,织物缩水性、手感及悬

垂性较差[2],致使其服用性能差,无法充分实现商业价

值,限制了其高附加值在纺织产业上的开发及应用。
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服饰面料功能化、个性化

的要求,如何提高竹原纤维织物的附加值成为科研工

作者的一大难题,众多研究者采用化学方法对竹原纤

维改性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以期提高织物的应用性能。
目前,有关竹原纤维改性已有大量报道,事实证明,通
过改性后的竹原纤维实现了在防缩、抗皱、免烫、柔软

度、抗静电等特种功能及功能性整理。

1 竹原纤维改性研究

纤维的改性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改性、化学改性以

及生物改性等。物理改性主要是通过共混复合、表面

刻蚀、亲水性改变、物理性添加改性剂等方法来改变纤

维的表面结构和性能。化学方法主要是通过接枝共聚

和界面耦合来实现纤维结构的改变,目前,常用的化学

改性方法有碱法改性、阳离子改性、碱法-阳离子改性,
接枝共聚等。相对于物理改性和化学改性,生物改性

具有专一性强、反应条件温和环保、污染小等优点[3],

是一种新型、可实现的技术。

1.1 碱法改性

碱法改性工艺已成功应用于苎麻纤维生产中,竹
原纤维与苎麻纤维具有类似的结构。纤维经碱液浸泡

后,纤维素内部会发生溶胀作用,导致结晶度和取向度

降低,从而提高其力学强度。溶胀会使纤维素分子间

距增大,减弱分子之间的氢键作用,提高纤维的柔软

度[4],同时也增加了纤维的卷曲度、弹性和抱合力,提
高断裂伸长率、降低初始模量,提高了纤维的染色性能

和柔韧度,改善了织物的服用性能。
通过适当浓度、温度以及时间的碱液处理,可以提

高竹原纤维的细度、伸长、卷曲和力学性能[4]。杨波

等[5]采用正交试验对竹原纤维进行碱处理,研究了碱

液浓度、温度和处理时间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观察碱

处理前后竹原纤维纵、横向微观结构。结果表明:碱液

温度对竹原纤维的纤维强度性能影响较大,碱液浓度

对纤细度和伸长率影响较大。得出了碱液处理纤维的

最佳工艺条件为反应温度20℃,碱液质量浓度7.5g/

L,处理90min时,纤维强度略有降低,而伸长率和纤

细度不均率有所改善,从而提高了竹原纤维的可纺性

能。

1.2 阳离子改性

竹原纤维结晶度和取向度较高,导致其染色较为

困难,运用阳离子改性剂对其改性处理,可以提高竹原

纤维的染色性能。研究表明,活泼的环氧基能够与竹

原纤维素葡萄糖残基上第6位碳原子上的羟基发生反

应,形成稳定的共价键,形成阳离子改性竹原纤维[6]。
罗丹实等[7]在引入季铵盐阳离子后,竹原纤维带正电,
纤维素的羟基被封闭,从而减少了纤维在染浴中的负

电性,提高了织物的染色性能。李红杰等[8]采用一氯

均三嗪与环氧丙基为反应基团制备的多活性季铵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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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剂,对竹原纤维织物进行改性处理,可以提高竹原纤

维织物上色量和固色率,染料上染率和常规染色相近。

1.3 氧化改性

氧化改性主要是通过强氧化剂在适当条件下对纤

维表面特殊官能团进行氧化处理,增加纤维表面活性

基团的含量,提高其反应活性。竹原纤维主要成分是

纤维素,纤维素氧化主要包括非选择性氧化和选择性

氧化2类。非选择性氧化即一般氧化,不能有效地对

氧化度和降解度进行控制。目前,选择性氧化能够在

纤维素分子上氧化某特定位置羟基的同时抑制其他位

置羟基的氧化[9]。储咏梅等[10]研究表明,采用高碘酸

钠氧化纤维素,可切断纤维素葡萄糖基环上的C2-C3
化学键,选择性地将C2和C3位上2个邻近的羟基氧

化为醛基,得到2,3-二醛基纤维素。增加高碘酸钠的

浓度和延长氧化时间,可以提高竹原纤维的氧化程度,
加深降解程度,通过优化氧化工艺,可尽量减少纤维的

失重率和强力损失[11]。该研究团队[12-13]发现氧化竹

原纤维生成的醛基活性很大,经丝胶蛋白溶液改性整

理后,纤维的力学性能和抗皱性能得到改善。

1.4 接枝改性

接枝改性主要包括化学方法引发和辐射方法引

发。其中辐射方法引发便于控制,产品纯度高,可进行

连续生产,产品均匀性好,无微孔。纤维 可 通 过 胺

化[14-15]接枝来提高其染色、抗皱等性能。陈小燕等[16]

也发现以Ce4+ 引发竹原纤维和丙烯酸甲酯发生接枝

共聚后,纤维的结晶度虽有所下降,同时也会导致力学

性能的降低。

1.5 生物改性

传统的棉纺织印染行业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

消耗已经成为全球所关注的问题,因此采用对环境友

好的染整工艺来替代传统印染方式已势在必行,其中

运用生物酶整理就是重要的途径之一。酶作为一种生

物催化剂,具有专一性、高效性等特点,而且反应条件

温和,副反应少,易降解,不会引入毒害物质,对环境友

好。酶处理原理[17]是纤维素酶具有催化作用,在一定

条件下可水解纤维素纤维中的D.1,4糖甙键。由于纤

维素分子的部分水解使结晶区变小,同时,非结晶区的

部分水解,扩大了结晶区之间的空隙,受外力时,结晶

区之间较容易产生相对运动,削弱它们之间的氢键作

用,使聚合度降低,从而使纤维本身变得柔顺,纤维刚

度降低,勾结强度提高,使得竹原纤维的应用范围得到

扩展。在控制酶的用量及作用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使

纤维素纤维酶反应,轻度水解,而不至于过度影响纤维

的强力。
曹新旺等[18]采用纤维素酶对竹原纤维进行处理,

对纤维素酶与纤维素纤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探

讨,用正交试验方案对竹原纤维进行表面光洁整理,以
减少织物表面的毛羽,使得织物光洁柔软、蓬松,达到

改善织物服用性能的目的。选用纤维素酶CA和纤维

素酶L对竹原纤维织物进行光洁整理,并得出最优处

理工艺。
楼利琴等[19]研究发现,精练酶去除木质素的效果

比碱和漆酶处理好,木质素含量对纤维素强度没有影

响。碱去除木质素的效果比漆酶好,但强度损伤比漆

酶处理大,生物酶脱胶方法有望成为竹原纤维脱胶加

工的实际生产方法。

2 结语

随着人们对健康、舒适和功能性纺织产品需求的

日益增加,竹原纤维作为一种新型绿色环保的天然纤

维,其固有属性具有优良的市场适应性。如何通过改

性方法在保持纤维原有优良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改

善竹原纤维的服用性能,以及增加其商业附加值必然

成为研究的趋势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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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mboofiberasanewtypeofgreen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naturalfiberoccupiedanimportantroleinthetextile

industry.Themodificationmethodsofbamboofiberwereintroduced,soastoprovidesome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function-

aldressfabric.

Keywords:naturalfiber;bamboofiber;modification



2016年1~2月全国纱线出口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1~2月全国纱线进出口

数量99万吨,同比下降5.5%;进出口额为25.4亿美

元,同比下降18.9%。其中出口金额15.5亿美元,下

降15.4%;出 口 平 均 单 价2.45美 元/kg,同 比 下 降

17.7%。进口金额10亿美元,同比下降23.8%;进口

平均单价2.77美元/kg,同比下降7.7%。
一、2月当月羊毛动物毛纱线出口额有所上升,丝

线、棉纱线和化纤纱线出口金额有所下降。
羊毛动物毛纱线出口额有所上升,达到0.7亿美

元,同比下降7.7%。其中丝线出口下降最为明显,出

口金额1143万美元,同比下降33.3%;棉纱线和化纤

纱线出口金额分别为0.85亿美元和4.4亿美元,分别

下降24%和19%。
二、2016年2月对北美、东盟、日本、欧盟、拉美出

口均有所下降。
2016年2月,亚洲市场占我国纱线出口67.5%的

比重,出口额为10.4亿美元,同比下降14.8%。对亚

洲主要国家出口均出现下降。对东盟出口出口额有所

下降,降幅为11.5%。对越南和孟加拉国出口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分别出口1.1亿和1.4亿美元,分别下降

8.3%和10.7%。
2月我纱线对香港出口1.6亿美元,下降30.2%。

对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出口有所下降,达到0.8亿美元,
下降9.4%;对印度出口有所下降,出口金额为0.7亿

美元,同比下降18.8%。
2月我对日本纱线出口0.6亿美元,下降17.1%。

对北美出口0.8亿美元,下降22.1%。对欧盟和拉美

出口 额 为1.7亿 和0.8亿 美 元,分 别 下 降7.7%和

25.5%。其中对欧盟国家葡萄牙出口出现增长,涨幅

为5.9%。
三、羊毛动物毛纱线出口单价有所上升,棉纱线、

丝线和化纤纱线出口单价有所下降。
2016年2月,羊毛动物毛纱线32.4美元/kg,增长

10.36%。棉纱线、丝线和化纤纱线出口单价分别为

4.63美元/kg、37.07美元/kg和2.17美元/kg,分别

下降2.46%、10.1%和19.5%。
(来源: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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