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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制备出性质稳定的尿素-双醛淀粉,并确定与原淀粉的最佳配比,分析了合成尿素-双醛淀粉时的影响因

素,并对比测试了不同配比的尿素-双醛淀粉与原淀粉浆膜的外观及浆液性能。结果表明尿素-双醛淀粉与原淀粉以一

定配比使用时,性能优良,适宜用作浆料对经纱进行上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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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纱上浆是纺织品在织造前的一道重要工序,浆
纱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织造能否顺利进行及成品质量优

劣。通常使用的三大主浆料为淀粉、PVA和聚丙烯酸

类浆料。PVA 的出现,解决了疏水性纤维的上浆问

题,其卓越的成膜性被认为是经纱上浆的一次革命。
但PVA不可生物降解,在上浆完毕残留的PVA浆液

以及织物印染前退除的浆液,随着污水排放对环境造

成污染,所以PVA已被认为是不洁浆料,越来越多的

国家已开始禁止使用PVA。聚丙烯酸浆料具有良好

的成膜性,且浆膜柔软,对环境无污染,已被大量应用

于经纱上浆,但丙烯酸类浆料具有较大的吸湿再黏性,
不能作为主浆料单独使用。淀粉来源广泛,经济实用,
是最早用于纺织经纱上浆的物质。但原淀粉黏度大,
形成的浆膜硬脆。为此,研发新的浆料使能够替代

PVA进行经纱上浆并能弥补传统浆料在浆纱中存在

的不足就显得至关重要。

1 实验部分

1.1 药品、材料与仪器

药品:玉米淀粉;高碘酸钠(分析纯,北京化工厂);
硫酸(分析纯,北京化工厂);氢氧化钠(分析纯,北京化

工厂);尿素(分析纯,北京化工厂);硼砂(含量≧95,苏
州乐诚化工有限公司);消泡剂;原淀粉。

材料:14.6tex纯棉纱;13tex涤棉纱。
仪器:GSI2-2电子恒速搅拌器(上海医械专机

厂);四口烧瓶;T-500型电子天平(常熟市双杰测试

仪器厂);NDJ-79型旋转式黏度计(上海中晨数字技

术设备有限公司)。

1.2 尿素-双醛淀粉的制备

将制得的双醛淀粉与蒸馏水搅拌均匀,加入四口

烧瓶中,调介质pH 值为酸性,开始加热并不断搅拌,
加入第一批尿素,保温缩合一定时间;再次调介质为酸

性,加入第二批尿素,保温缩合。反应结束后进行降

温,调介质为弱碱性后加入一定量的硼砂,均匀搅拌,
根据情况加入适量消泡剂后进行降温出料,得到尿素

-双醛淀粉[1]。

2 结果与讨论

2.1 性能影响因素

2.1.1 尿素与双醛淀粉的原料比

尿素与双醛淀粉的投料比对尿素-双醛淀粉的性

能影响较大。如在添加过程中,尿素过多,会出现浆液

黏度热稳定性过小,影响浆纱质量,因此,应当严格控

制双醛淀粉与尿素的加入配比。

2.1.2 缩合温度

在尿素-双醛淀粉的生产过程中,缩合温度对缩

合时间所造成的影响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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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缩合温度与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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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可知,缩合温度越高,缩合时间越短,当缩

合温度超过110℃时,会出现冲料现象;当缩合温度低

于80℃时,反应时间又会过长,因此缩合温度应控制

在100~105℃为宜。

2.1.3 消泡剂

在合成尿素-双醛淀粉的过程中,采用磷酸三丁

酯作为消泡剂。但磷酸三丁酯加入量过多时,会使尿

素-双醛淀粉的黏接强度降低并增加生产成本。因

此,应适量滴加磷酸三丁酯,只要达到消除泡沫的效果

即可。

2.1.4 络合剂

加入络合剂的目的是使尿素-双醛淀粉具有一定

的交联度。目前,使用硼砂作为络合剂,但要严格控制

硼砂的用量,如果硼砂使用量过大,会导致浆料内聚力

过大,黏度增高,甚至产生凝胶;如果用量过少,又会使

黏度太低。因此,硼砂使用量应为双醛淀粉质量的1.
2%~2.0%。

2.2 尿素-双醛淀粉与原淀粉的使用配比

为确定出在实际上浆过程中尿素-双醛淀粉与原

淀粉的最佳使用配比,主要从浆膜外观以及浆液相关

性能进行试验分析。

2.2.1 浆膜外观

将原淀粉与尿素-双醛淀粉按表1中比例配置成

3%浓度的浆液[2],冷却至50℃后铺满在玻璃板上,自
然干燥成膜后即为所需浆膜。

表1 不同配比时的浆膜外观

尿素-双醛淀粉
所占质量比/%

浆膜外观

1~5 浆膜开裂

5~10 浆膜光滑、成膜性好

10~15 浆膜开裂明显

15~20 浆膜开裂严重,浆膜不完整

20~30 浆膜不完整且浆膜硬脆

30~40 浆膜收缩大、成膜差

>50 浆膜收缩明显

  从表1可以看出,当尿素-双醛淀粉所占比例为

5%~10%时,浆膜成膜性最好。

2.2.2 浆液性能

通过对浆膜的观察,已大致确定出在与原淀粉配

合使用时[3],尿素-双醛淀粉所占比例为5%~10%。
为了得到合适的使用配比,主要从浆液的黏度[4]、黏度

热稳定性、对棉及涤棉的黏附力[5]等方面来进行测试,
结果见表2。

表2 尿素-双醛淀粉与原淀粉不同使用配比时的浆液性能

质量比

尿素-双醛淀粉 原淀粉

黏 度
/mPa·s

黏度热
稳定性/%

黏附力/N
棉 涤 棉

5 95 12.40 79.63 47.96 91.21
5.5 94.5 11.20 80.04 48.03 90.43
6 94 10.70 83.78 48.43 90.06
6.5 93.5 9.90 85.77 46.79 93.02
7 93 13.40 84.32 47.52 91.47
7.5 92.5 12.20 86.43 46.90 90.79
8 92 8.90 89.98 46.78 98.99
8.5 91.5 9.30 90.78 50.59 104.75
9 91 9.10 92.31 59.27 106.36
9.5 90.5 14.60 92.01 58.63 103.91
10 90 13.50 89.63 52.01 103.42

  从表2来看,当尿素-双醛淀粉与原淀粉的质量

比为8∶92和9∶91时,浆液黏度最小,但结合黏度热

稳定性以及黏附力的测试值来看,当两者比值为9∶91
时浆液性能最好。

3 结论

(1)影响尿素-双醛淀粉性能的因素主要有原料

配比、缩合温度、消泡剂和络合剂的使用量,为了保证

产物的最终性能,在实际生产中应对以上因素严格控

制。
(2)调配浆液时应将尿素-双醛淀粉与原淀粉搭

配使用,当尿素-双醛淀粉所占比例为5%~10%时,
生成的浆膜光滑、成膜性好。

(3)尿素-双醛淀粉与原淀粉的比值为8∶92时,
浆液黏度最小,仅为8.9mPa·s,当配比以9∶91使

用时,浆液黏度较配比为8∶92时黏度值相差不大,但
此时黏度热稳定性、浆液黏附力都较其他配比好,说明

此时浆液性能优良,适宜上浆。因此,浆液配制时尿素

-双醛淀粉与原淀粉的最佳配比采用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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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起来更加立体饱满,更多地展现出了女性的特点。

2.3.4 与团花纹样组合及其他

除了上述一些装饰图案外,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

些别的图案,它们既不是花卉也不是几何,而是在这些

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独特而新颖。“囍”“寿”等字都有

好的寓意,“囍”表示双喜临门,一般出现在旗袍婚服

上,结合一些其他的花卉纹样,使得旗袍看起来十分别

致;而“寿”字,一般寓意福寿无疆。如图11所示,“寿”
字与团花图案组合形成新的图案,改变了图案原有的

单一局限性。此外还有一些几何图形的组合,它们在

单一的几何纹样上又连接了其他形状的图样,使得服

装变得复杂精致。

图11 其他组合纹样实例

3 结语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与沉淀,民国时期的旗袍成为

了当时女性高贵大气的代名词,并为后来旗袍的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实物、图片及史料的

分析与研究,概括旗袍装饰纹样在民国不同时期的发

展演变,进一步论证了旗袍装饰纹样在现代服饰设计

中的真实价值和可借鉴性。研究表明,民国旗袍中的

装饰纹样如点缀的碎花图案、规则的线型图案、团花纹

样或是简单的几何纹样,对其在现代服饰设计中有关

装饰纹样的选取、纹样的结合及色彩面积设计都具有

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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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DecorativePatternsofRepublicCheongsam
HUANGBi-rong,XUZheng-zheng*

(SchoolofTextileandGarment,ShaoxingUniversity,Shaoxing312000,China)

  Abstract:Thedecorativepatternsofcheongsamin1912~1949periodastheresearchobject,theexpressionandfeaturesofplant

patterns,animalpatterns,geometricpatternsandothercombinationspatternsofcheongsamwereanalyzedthroughtheconfirmation
ofobjects,picturesandliterature.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wereobtained.Thetheoreticalknowledgeof
Republicandecorativepatternswasanalyzed,soas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designandapplicationofmodernpatternsforcheong-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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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3页)

ApplicationofUrea-dialdehydeStarchSizing
WANGMiao

(ShaanxiResearchInstituteofTextileAccessories,Xianyang712000,China)

  Abstract:Theinfluencesfactorsofthesynthesisofurea-dialdehydestarchwereanalyzedtodeterminetheoptimalproportionwith

theoriginalstarch.Theappearanceofsizefilmandsizingpropertyweretestedandanalyzedwithdifferentratio.Theresultsshowed

thatacertainproportionofurea-dialdehydestarchandnativestarchhadtheexcellentperformance,anditwassuitableforwarpsizing.

Keywords:urea-dialdehydestarch;sizeappearance;sizing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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