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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J2<沉积在锦纶"RJ#织物上的含量!以邻苯二酚乙胺";J#溶液发生自聚反应产生的聚邻苯
二酚乙胺"R;J#作为锦纶织物的改性层!制备R;J!RJ织物&利用R;J的超强黏附性辅助J2<在锦纶织物上沉
积!制备J2<%R;J!RJ织物&通过计算R;J和J2<的增重率初步判断R;J改性效果!测定;J溶液自聚的最佳
条件&采用d射线衍射仪’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测试J2<%R;J!RJ织物!进一步验证R;J改性层对J2<沉积
的辅助作用!并测试J2<%R;J!RJ织物的抗菌性能(研究结果表明$R;J可有效辅助J2<在锦纶织物上沉积!
可使J2<的沉积率达到@?E#Bf!并得到抗菌性能为AAf以上的J2<%R;J!RJ织物&;J溶液自聚的最佳条件
为!在改性溶液QP值为E?F!水浴锅温度为#"m的情况下!;J溶液浓度为@2%H!P!<! 的浓度为"?BMH%H!

S’3<#)FP!<溶液浓度为>?E2%H!改性溶液处理织物的时间为!.(
关键词"聚邻苯二酚乙胺&J2<&锦纶织物&改性&抗菌性
中图分类号"53>A@?F!!!!!!!!文献标志码"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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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言

锦纶"RJ#织物结实耐磨’强度高’轻便’穿着舒
适%但因其易产生静电%织物表面吸尘%加上人体汗
液排出%细菌极易在织物表面繁殖%从而影响人体健
康(>)&抗菌织物通常由抗菌纤维或织物抗菌后整理
获得%共混纺丝是目前生产抗菌RJ纤维最主要的
方法$该方法将抗菌剂与聚酰胺粉末进行熔融共混’
造粒纺丝%但抗菌剂的添加会严重影响聚酰胺的可
纺性(!)&抗菌后整理法中的表面涂层法是指对织物
表面进行涂层处理%使抗菌剂固着在织物表面%从而
使织物具备抗菌性能(@)&抗菌剂主要分为天然抗菌
剂’有机抗菌剂和无机抗菌剂%最常在后整理法应用
的抗菌剂是无机抗菌剂(@)&

无机抗菌剂比天然抗菌剂稳定%比有机抗菌剂
安全%具有抗菌作用强’抗菌谱广以及环保等优
点(#)&银离子无机抗菌剂具有杀菌效率高’不产生
抗药性和抗菌广谱等优势%在无机抗菌剂的研究和
应用中占主要地位(F)&银的抗菌作用与自身价态有
关%高价银的抗菌能力大于低价银(B$D)&沈从宁等(E)

发现J2<粉末具有高效的抗菌性%在相同条件下%
FM1)内J2<的杀菌率是J2!<的D倍&目前%纳
米J2’J2!<与一价银离子化合物在抗菌剂市场上
的应用居多%J2<等高价银虽然具有高效的抗菌
性%研究与其应用却比较少&冯拉俊等(A)利用衣物
整理黏合剂将J2<151<! 复合抗菌粉末黏合在棉
织物上%整理后棉织物具有强的抗菌性和好的耐洗
性%但J2<在棉织物上的含量并不高&

海洋贻贝的足丝腺液能使其黏附在船底等各种
固体基质表面%H1’等(>")研究发现%腺液中的苯丙氨
酸"多巴#和赖氨酸是贻贝表现出强黏附性的原因$
邻苯二酚乙胺";J#兼具多巴中的儿茶酚结构和赖
氨酸中的氨基结构%是贻贝腺液的衍生物$;J溶液
在弱碱性及有氧的水溶液中可发生自聚反应%;J在
自聚过程中被氧化和分子内环化产生了吲哚衍生物%
之后再交联形成聚多巴胺"R;J#&;J溶液的自聚合
机理和R;J聚合的具体途径目前尚无统一的解释%
R;J对RJ织物表面表现出强黏附力%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儿茶酚结构和氨基基团与酰胺键建立起共价或
非共价相互作用(>>)%而R;J广泛的黏附性则与其表
面的多功能基团有关(>")&R;J层具有广泛黏附性使
其涂层表面可作为二次修饰的平台(>!)&-.*)2等(>@)

和-.&’等(>#)在;J溶液自聚合中发现S’3<#*FP!<1
P!<!加速R;J聚合%S’3<#*FP!<1P!<!在碱性环

境中能够产生活性氧自由基"如<!*G’P<!*和*<P#
加速;J的自聚合&

本文采用S’3<#*FP!<使;J溶液加速自聚
反应%并在RJ织物表面包覆R;J改性层%利用
R;J改性层的超强黏附性辅助J2<颗粒沉积在
RJ织物的表面%制备J2<1R;J!RJ织物$对;J
溶液自聚合的条件进行分析%通过比对R;J增重
率和J2<增重率%获得对J2<沉积RJ织物辅助
作用最明显的R;J涂层以及;J溶液自聚合的最
佳反应条件&期望本文结果能为剖析J2<在织物
上沉积的作用机理提供实验数据&

7!实验部分

7<7!实验材料%试剂与仪器
实验材料!D";1#EZ锦纶长丝经编针织织物%

单丝为三角形截面&
实验试剂!硝酸银"J2K<@#购自西陇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过硫酸钾"]!3!<E#’邻苯二酚乙胺";J#’
过氧化氢"P!<!#’三羟甲基氨基甲烷"5(18#购自上海
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氢氧化钾"]<P#’氢氧化
钠"K*<P#’氯化钠"K*S+#’无水乙醇购自杭州高晶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五水硫酸铜"S’3<#*FP!<#购自
天津市化工三厂有限公司%蛋白胨和营养琼脂购自
杭州百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上化学试剂均为分析
纯$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J5SS!FA!!标
准#购自上海鲁微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仪器!;-Z$B"!"型鼓风烘箱"上海一恒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i$!F";T型超声波清洗器"昆
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和RPJ$!Z型QP计"上海
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7<8!2*O粉末的制备

称取!?F#E2硝酸银粉末和E?>>"2过硫酸钾
粉末%分别加入@""MH和!""MH的去离子水%配
置成"?"FM&+1H的硝酸银溶液与"?>FM&+1H的过
硫酸钾溶液%并配置浓度为>M&+1H的氢氧化钾溶液
备用&将配置好的硝酸银溶液移入容量为>"""MH
的烧杯中%置于F"m的恒温水浴锅加热%同时将磁力
搅拌器的转速设定在!"(18%硝酸银溶液加热到约
#Em时在搅拌条件下用恒压漏斗将!""MH过硫酸
钾溶液滴入硝酸银溶液中%滴速约为!"MH1M1)&待
过硫酸钾溶液滴加结束后%将水浴锅温度设置为
B"m%滴加氢氧化钾溶液%将反应溶液的QP值调为
>>%持续反应@"M1)%在反应过程中不定期滴加氢氧
化钾溶液使反应溶液的QP值保持在>>左右&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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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将强碱性J2<悬浮液用去离子水洗至弱碱
性"QP值约为E#J2<悬浮液%并过滤烘干待用&

7<9!@2织物的清洗
RJ纤维表面光滑%但在生产过程中的油剂%以

及存放运输过程中的油污和化学杂质会影响RJ织
物的表面改性和后续J2<粉末的沉积&故在;J
溶液改性RJ织物之前%必须先对织物进行醇洗"无
水乙醇超声@"M1)#’酸洗"#f盐酸超声#FM1)#和
水洗"去离子水超声@"M1)#的处理&清洗工艺后
的RJ织物在B"m的鼓风干燥箱中烘干%待用&

7<:!@Q2!@2织物的制备
按表>称取实验所需的 ;J 粉末’S’3<#*

FP!<粉末和P!<!溶液%配置成>""MH的;J溶
液%加入"?!#"25(18粉末和>"21H的氢氧化钠溶
液%将;J溶液的QP值调节至E?F&将清洗后的
RJ织物放入调节好QP值的;J溶液中%在水浴温
度为#"m’磁力搅拌为>D(18的条件下%进行自聚
合反应&反应结束后%用去离子水将改性后的RJ
织物在超声中清洗@M1)%去除织物表面颗粒%然后
在B"m的鼓风干燥箱中烘干%待用&将经R;J改
性后的RJ织物记为R;J!RJ织物&

表7!Q2溶液自聚反应实验条件参数表

编号 K
"S’3<#*FP!<#1
"2*HG>#

K"P!<!#1
"MH*HG>#

K";J#1
"2*HG>#

A1
M1)

> "?B "?B !?" >!"
! >?! "?B !?" >!"
@ >?E "?B !?" >!"
# !?# "?B !?" >!"
F @?B "?B !?" >!"
B >?E " !?" >!"
D >?E "?@ !?" >!"
E >?E "?A !?" >!"
A >?E >?! !?" >!"
>" >?E "?B >?" >!"
>> >?E "?B @?" >!"
>! >?E "?B #?" >!"
>@ >?E "?B F?" >!"
># >?E "?B !?" @"
>F >?E "?B !?" B"
>B >?E "?B !?" A"
>D >?E "?B !?" >E"

!!注!K为溶液浓度$A为;J溶液处理RJ织物时长&

7<;!2*O’@Q2!@2织物的制备
将R;J!RJ 织物放入已清洗至弱碱性的

J2<悬浮液中%在温度为#"m%转速为!"(18的水
浴锅中反应>.&反应结束后%用去离子水漂洗织

物@次%并烘干%将J2<沉积改性后的RJ织物记
为J2<1R;J!RJ织物&

7<R!测试与表征
>?B?>!增重率测试

清洗后的RJ织物在B"m的烘箱中烘干%烘干
后在恒温恒湿房"温度"!"n!#m%湿度BFfn@f#
中放置!#.%称重%记为@""单位!2#&称重后的
RJ织物经;J溶液改性%改性后得到R;J!RJ织
物&R;J!RJ织物经与RJ织物相同的烘干与称
重工序%其质量记为@>"单位!2#&R;J!RJ织物
的R;J增重率Q>计算公式如">#!

Q>1f6
@>5@"
@" C>"" ">#

!!称重后的R;J!RJ织物经J2<沉积反应后得
到J2<1R;J!RJ织物&将J2<1R;J!RJ织物烘
干并称重%其质量记为@!"单位!2#%J2<1R;J!RJ
织物的J2<增重率Q!计算公式如式"!#!

Q!1f6
@!5@>
@> C>"" "!#

>?B?!!扫描电镜测试
采用德国[*(+-/188公司的6+9(*FF型场发射扫

描电子显微镜对镀金后的样品进行形貌分析%加速电
压为@ ê&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J2<粉末%可直接
观察到J2<颗粒的表面形貌特征&扫描电子显微镜
观察RJ织物’R;J!RJ织物’J2<1R;J!RJ织物
的表面形貌%可观察到清洗工艺’R;J改性和J2<
沉积对RJ织物表面形貌的影响及处理效果&

>?B?@!d射线衍射仪"dI;#分析
采用德国布鲁克JdL有限公司的;E;184&7/(d

射线衍射仪分析J2<粉末的晶体结构以及J2<1
R;J!RJ织物的晶体结构&测试参数为!铜靶辐射%
扫描范围为>"o$E"o%扫描速度为#"o#1M1)&

>?B?#!抗菌测试
采用振荡法分析J2<1R;J!RJ织物对革兰

氏阳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大肠
杆菌#的抗菌性能&具体方法如下!将J2<1R;J!
RJ织物’R;J!RJ织物和RJ织物剪成边长>4M
的正方形试样备用$将菌悬液浓度稀释到至>k>"E$
@k>"E个1MH%将三种织物试样分别装入经高温灭
菌处理后的离心管中%用移液枪"枪头需用紫外灯照
射灭菌#取FMH菌悬液注入离心管$并将装有
J2<1R;J!RJ织物试样’R;J!RJ织物和RJ
织物试样的菌液离心管放入恒温培养振荡器%在"@D
n>#m%>!"(1M1)的条件下振荡>E.$振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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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离心管中取>""&H的菌液至!#孔计数板%用
>"倍稀释法稀释至合适的稀释倍数%再用移液枪取
>""&H稀释好的菌液至营养琼脂培养基进行涂板$
每个稀释倍数的菌液分别制作两个平板%室温凝固
后倒置平板%在"@Dn>#m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计算平板内菌落数%R;J!RJ织物的平板菌
落数记为$"单位!个1MH#%J2<1R;J!RJ织物
的平板菌落数Y"单位!个1MH#&J2<1R;J!RJ
织物的抑菌率S 计算公式如"@#!

S1f6"$5Y#1$C>"" "@#

8!结果与讨论

8<7!2*O粉末的表征
!?>?>!扫描电镜分析

图>为制备所得J2<粉末样品的3LV照片%

图>"*#中J2<粉末为片状颗粒&图>"X#是J2<
放大@""""倍的3LV图%该图表明%J2<片状颗粒
的大小不一%颗粒的宽度差距明显%球状颗粒为
J2!<%是J2<粉末制备中的主要杂质&从图>"*#
和图>"X#中可看出%粉末中J2<的纯度高%杂质
少&图>"4#可明显看到 J2<颗粒的团聚现象&
J2<粉末团聚是由于沉淀在反应的后期以及洗涤
时不稳定%造成颗粒的进一步长大%在干燥过程中%
沉淀颗粒的表面存在非架桥羟基%颗粒间水蒸发时
产生毛细管的压力作用%都会进一步加剧沉淀颗粒
的团聚(>F)&J2<不经过滤和干燥步骤%由于颗粒
尺寸小%颗粒间距短%J2<在制备后期的悬浮液中
也容易软团聚%但软团聚的作用力相对较弱(>B)&团
聚现象使得J2<颗粒的粒径增大%不利于J2<粉
末直接在RJ织物上沉积(>D)&

图>!J2<粉末的3LV图像

!?>?!!d射线衍射仪分析
图!为所制备的J2<粉末的dI;衍射图谱&

由图 ! 可知%在 !( 为 @!?"#o’@!?@Fo’@#?!!o’
@D?!Bo’@A?##o’F!?FFo’F@?A>o’F#?DEo’FB?DBo’
B!?E"o’B@?B#o’B#?>!o以及BB?AFo等处出现清晰明
显的衍射峰%分别对应单斜晶系J2<晶体的"!""#
"G>>>#’"""!#’">>>#’"G!"!#’""!"#’"G@>>#’
"!"!#’"G>>@#’"!!"#’"@>>#’""!!#和"#""#晶
面(>E$>A)%本文制备的J2<粉末的dI;衍射图谱与
J2<的R;Z标准卡吻合度高&图!中的衍射峰清
晰规整%峰形尖窄%说明制备的J2<粉末结晶度
高%且可观测到的衍射峰均为J2<的特征峰%说明
粉末中杂质的含量在仪器的最低检测量之下%表明
粉末中J2<的纯度高%与扫描电镜分析的结果相
吻合&
8<8!改性工艺条件优化及结果分析

弱碱性;J溶液依靠空气中的氧气可以发生自
聚反应%但反应周期长(!"$!>)&为了加速;J溶液的
自聚合以及R;J在RJ织物表面的沉积速率%本文
选择了用S’3<#*FP!<1P!<!作为自聚反应的加
速剂%将聚合反应时间控制在!.&R;J改性RJ

图!!J2<粉末的dI;衍射图

织物的效果用R;J的增重率Q>和J2<粉末的增
重率Q!来表征&图@为S’3<#*FP!<溶液浓度
对RJ织物改性效果的影响图&图@显示R;J增
重率Q>和J2<增重率Q!的升降趋势基本保持一
致%表明J2<的沉积效果与R;J改性层有关$在
S’3<#*FP!<溶液浓度较低时%S’!_浓度过低%
S’3<#*FP!<与P!<! 协同作用产生的活性氧自
由基不够%;J溶液在!.内的自聚合反应不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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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影响RJ织物表面R;J包覆层的完整性%导致
J2<的沉积率低$随着S’3<#*FP!<浓度的增加%
活性氧自由基增多%Q> 和Q! 都呈上升趋势%在
S’3<#*FP!<溶液浓度为>?E21H时%R;J增重率
Q>和J2<增重率Q!达到最大$在S’3<#*FP!<
溶液浓度高于>?E21H时%过量的S’!_ 加速了
R;J的生成%但R;J中的官能团会与剩余的S’!_

发生鳌和作用(>")%可能影响了R;J改性层的均匀
性%导致在清洗时R;J层的脱落%造成RJ织物的
包覆层存在包覆不均匀的问题%导致了J2<增重
率Q!的下降&在;J溶液浓度为!21H%处理时间
为!.%P!<! 浓度为"?BM+1H的反应条件下%
S’3<#*FP!<溶液的最佳反应浓度为>?E21H&

图@!S’3<#(FP!<溶液浓度对锦纶织物改性效果的影响

在其他参数条件";J 溶液浓度为!21H%
S’3<#*FP!<溶液浓度为>?E21H%处理时间为!
.#不变的情况下%P!<!溶液浓度对聚合反应的影
响结果如图#所示&图#表明%P!<!对;J溶液的
聚合有促进作用%P!<!浓度在"$"?BMH1H阶段%
R;J增重率和J2<增重率急剧增加$P!<!浓度为
"?BMH1H%R;J增重率和J2<增重率均可达到最
大$P!<! 浓度为"?B$>?!MH1H%R;J增重率和
J2<增重率均下降&适量的P!<!与S’3<#*FP!<
协同作用可加快;J溶液的聚合速度%P!<!的浓度
过大%反而会抑制;J溶液的聚合%其原因可能是
P!<!是;J溶液自聚合的产物(>")&P!<!过量时会
引发自聚反应逆向进行%不利于R;J的合成%因此
P!<!的最佳反应浓度为"?BMH1H&

图F为;J溶液浓度对RJ织物改性效果的影
响图&图F表明%R;J的增重率随着;J溶液的浓
度升高而增大%J2<增重率在;J溶液浓度为@21
H时达到最大%为@?E#Bf$F21H的;J溶液在RJ
织物表面沉积的R;J有所减少%其原因可能是;J
溶液浓度高%R;J颗粒生长过快%形成沉淀%没有在

图#!P!<!溶液浓度对锦纶织物改性效果的影响

RJ织物表面形成完整的包覆层%从而影响J2<粉
末的沉积&#21H的;J溶液改性RJ织物%有最高
的R;J增重率%但J2<增重率却有所降低%其原
因也可能与R;J颗粒大小有关&因此%;J溶液的
最佳反应浓度为@21H&但由于;J溶液浓度在
!21H和@21H时%J2<的增重率无明显差别%因此
选用!21H的;J溶液浓度进行相关实验&

图F!邻苯二酚乙胺溶液浓度对锦纶织物改性效果的影响

图B是处理时间对RJ织物改性效果的影响
图%由图B表明%R;J增重率随着处理时间变长而
增加%时间越长R;J在RJ织物表面包覆得越均匀
致密%不易脱落$在改性溶液处理织物!.时%R;J
增重率和J2<增重率 达到最大$但在反应时间为
@.时%R;J的增重率反而下降%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反应时间过长%;J溶液发生物理自聚%形成的三聚
体比例增加(>")%产生的R;J沉淀无法在RJ织物
表面沉积%影响R;J改性层的包覆%导致J2<增
重率降低(!!)&因此%;J溶液自聚改性RJ织物最
佳的处理时间是!.&
8<9!2*O粉末沉积@2织物的表面形貌表征

图D为RJ织物3LV图&图D"*#是未经清洗
处理的RJ织物表面形貌图%RJ纤维的表面附着大
量杂质%表面凹凸不平$图D"X#是清洗处理后的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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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处理时间对锦纶织物改性效果的影响

织物表面形貌图%与图D"*#相比%纤维表面明显变
得平整光滑$图D"4#为R;J!RJ织物表面形貌
图%RJ纤维表面均匀地镀上一层R;J层%与清洗
过后的RJ纤维比%改性后的RJ纤维表面更加粗
糙%且小部分区域有凹坑%由于该区域镀层较薄的缘
!!

故%纤维表面镀层良好$图D"O#是R;J!RJ织物
表面形貌图%RJ织物表面R;J层的脱落情况%
R;J包覆层的完整性会影响J2<颗粒的沉积$图
D"/#为J2<1RJ织物的表面形貌图%J2<颗粒稀
疏的沉积在锦纶纤维的表面%颗粒数量少%J2<直
接沉积RJ织物的效果不佳%可能是由于J2<颗粒
团聚严重%小粒径的J2<颗粒才会在RJ织物表面
沉积$图D",#为J2<1R;J!RJ织物的表面形貌
图%J2<颗粒不规则地附着在RJ织物表面%其数
量与D"/#相比较有明显的提升%RJ织物表面沉积
的J2<片状颗粒没有形成连续致密的沉积层$在织
物表面%J2<的团聚现象依然存在%反应过程中的磁
力搅拌缓解J2<颗粒软团聚的问题%但在J2<制备
过程中因反应不稳定而造成的团聚依然存在&以上
结果显示%R;J改性RJ织物辅助J2<沉积%大大提
高J2<的沉积量%辅助沉积作用明显&

图D!锦纶织物的3LV图#!"""k$

!!J2<1RJ织物和J2<1R;J!RJ织物经L;3
检测%结果表明!与J2<1RJ织物表面元素相比%
R;J包覆在RJ织物表面使得J2<1R;J!RJ织

物表面新增K元素&J2<1RJ织物表面%J2元素
的原子百分比为>?"Bf$J2<1R;J!RJ织物表
面%J2元素的原子百分比为@D?FBf%J2<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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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明显的增加%表明RJ织物表面的R;J包覆层
对J2<沉积的辅助作用显著&
8<:!@Q2!@2织物和2*O’@Q2!@2织物的晶体

结构分析
图E为J2<粉末沉积锦纶织物的dI;分析

图&图E显示%R;J!RJ织物在!(为!>?@Eo处%
出现一个衍射峰%由于R;J是无定型结构(!@)%该衍
射峰实质上是RJ织物的特征峰%说明R;J改性并
没有破坏RJ织物的晶体结构&与R;J!RJ织物
相比%J2<1R;J!RJ 织物的"G>>>#’"""!#’
">>>#’"G!"!#’""!"#’"G@>>#’"!"!#’"G>>@#’
"!!"#’"@>>#晶面所代表的衍射峰%均是J2<的特
征峰&图E表明%J2<1R;J!RJ织物上沉积着可
检测到J2<粉末&

图E!J2<沉积改性锦纶织物与改性锦纶
织物的dI;衍射图

8<;!2*O’@Q2!@2织物的抗菌性
用振荡法对J2<1R;J!RJ织物做抗菌性测

试%结果如表!所示&表!显示%R;J涂层没有抗菌
性%J2<1R;J!RJ织物的抗菌性由 J2<产生$

J2<1R;J!RJ织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为
AA?>Ff%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为AA?AEf&

表8!2*O’@Q2!@2织物的抗菌测试结果

菌种
RJ织物平
板菌落数1
"个*MHG>#

R;J!RJ织物
平板菌落数1
"个*MHG>#

J2<1R;J!RJ
织物平板
菌落数1
"个*MHG>#

抑菌
率1f

金黄色葡萄球菌 F?Ak>"E F?Ak>"E Fk>"B AA?>F
大肠杆菌 #?#k>"E #?>k>"E Ek>"# AA?AE

!!为了测试J2<1R;J!RJ织物上J2<的牢固
性%对R;J!RJ织物和J2<1R;J!RJ织物进行
了耐水洗测试&在织物经滚筒洗衣机清洗!"次%每
次>"M1)后%再对J2<1R;J!RJ织物进行抗菌

性测试&测试结果如表@所示&耐水洗测试后的
J2<1R;J!RJ 织物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为
AA?D"f%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为AE?@@f&

表9!2*O’@Q2!@2织物耐水洗的抗菌测试结果

菌种
R;J!RJ织物平
板菌落数1
"个*MHG>#

J2<1R;J!RJ织
物平板菌落数1
"个*MHG>#

抑菌
率1f

金黄色葡萄球菌 B?Bk>"E >?>k>"D AE?@@
大肠杆菌 !?Fk>"E D?#k>"# AA?D"

9!结!论

RJ织物经过R;J的改性%很容易将大量自制
的J2<黏附在RJ织物的表面&本文研究R;J改
性RJ织物的最佳工艺%主要结论如下!

*#采用化学氧化法可获得高纯度的J2<&

X#R;J改性锦纶织物的工艺中%;J溶液的最
佳反应浓度是@21H%P!<! 的最佳反应浓度为
"?BMH1H%S’3<#*FP!<溶液的最佳反应浓度为
>?E21H%改性溶液QP值E?F%水浴锅温度为#"m%
转速为>D(18%改性溶液处理织物的时间为!.&

4#经R;J改性后%J2<粉末在的R;J!RJ
织物上沉积率最高可达@?E#Bf&
O#J2<1R;J!RJ织物具备优异的抗菌性&

J2<沉积率为@?@AEf的J2<1R;J!RJ织物%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抑菌率均可达AAf
以上&J2<1R;J!RJ织物上的J2<颗粒沉积较
牢固%加上J2<具有强抗菌性&即使在织物经过
!"次耐水洗测试后%J2<1R;J!RJ织物的抗菌率
依然可保持在AEf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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