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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过氧化氢氧化淀粉!控制一定的氧化深度!进一步与交联剂反应合成了一种新型上浆

剂)分析了过氧化氢的用量"反应64 值对氧化深 度 的 影 响!选 择 了 一 种 新 型 交 联 剂 进 行 交 联 反

应)测试结果表明!该氧化交联淀粉上浆性能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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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行 业 常 用 的 浆 料 有 淀 粉&W&9&丙 烯 酸 类

等几 大 类%淀 粉 类 浆 料 由 于 易 被 生 物 降 解%有 利 于

环境保护%可替代或部分替代W&9等合成浆料%用

量逐年上升’.()氧 化 交 联 淀 粉 是 一 种 双 变 性 淀 粉%
通过控制一 定 的 氧 化 深 度 和 选 择 合 适 的 交 联 剂 进

行交联反应%使其具有易糊化%粘度稳定性好%抗剪

切等特性’!()
合成氧化淀 粉 可 用 次 氯 酸 钠&高 锰 酸 钾&重 铬

酸钾等氧化剂生产)目前工业生产基本上采用次氯

酸 钠 为 氧 化 剂 的 水 法 生 产 工 艺%此 工 艺 产 生 废 水

多%对环境影响大)若采用过氧化氢作为氧化剂%过

氧化 氢 最 终 分 解 成 水%不 会 影 响 环 境%是 一 个 较 为

理想的绿色工艺’%()在确定过氧化氢水法氧化工艺

的条件时%氧 化 深 度 是 一 个 决 定 性 的 因 素%因 为 它

直接影响到下一步的交联反应%进而影响产品的使

用性能)
淀粉交联 反 应 的 交 联 剂 一 般 有 醚 化 交 联 剂 和

酯化交联剂%醚化交联虽然产品性能稳定但是反应

速度较慢’"()作 者 通 过 实 验 确 定 了 一 种 酯 化 交 联

剂%合成实验表明!交联时间大大缩短%反应条件温

和%研制出的产品在上浆过程中同时对涤纶纤维的

酯基和棉纤维的羟基均有良好的亲和性’$(%因此它

不仅在棉纱上浆中性能优良%而且在涤棉纱上浆中

同样性能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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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材料与方法

DED!原料及药品

玉米 淀 粉!过 氧 化 氢!氢 氧 化 钠!乙 酸 酐!戊

二酸)
DEF!上浆剂的制备

在$##HF的烧瓶中加入!.#HF水以及玉米

淀粉."#?!搅 拌 打 浆!升 温 至 规 定 范 围 内 并 保 温!
加入催化剂!滴加过氧化氢!用质量分数%X的氢氧

化钠调64值至0!3!保温反应.J)用淀粉碘化钾

试纸测试终点)
升温至规定范 围 内!调64 值 至2!3!加 入 自

制交联剂"乙酸酐与戊二酸#!保温反应.)$J!将产

物倒入$##HF的 烧 杯 中!加 水 至"##HF!静 置%
J!倒去上层 清 液!用 沙 芯 漏 斗 过 滤 洗 涤 至 中 性!放

入烘箱在$$Y下烘!#J得成品)
DEG!产品的性能检测

D)G)D!氧 化 淀 粉 中 羧 基 含 量!热 糊 滴 定 法 测

定$/%)
D)G)F!上浆剂的粘度!配/?&LF的浆液糊化!在

3$Y下!闷浆.J!用*5N10旋转式粘度计测定)
D)G)G!上 浆 剂 的 热 稳 定 性!将.)%)!配 置 的 浆

液!恒温!每隔半小时测定一次粘度)
D)G)H!浆 纱 性 能!在 相 同 条 件 下!用 小 轧 车 单 纱

上浆!分别在<B.0.毛羽仪’45#!.7电子单纱强

力测定仪上测试浆纱的各项性能指标)

F!结果与讨论

FED!反应工艺条件的控制

F)D)D!双氧水的添加量与氧化深度的关系!在淀

粉的氧化变性中!氧化剂过氧化氢的用量对氧化深

度产 生 直 接 的 影 响!在 其 它 条 件 一 定 的 情 况 下!过

氧化氢的添加 量"以 干 淀 粉 质 量 计#对 氧 化 深 度 的

影响见表.)
表D!不同过氧化氢用量的氧化试验结果

I&AED!I1."8-*-9&0-"%$.&,0-"%$.;#’0#;-%2*-((.$.%0J"’#K.

"(?F7F

序号
过氧化氢的
添加量&X

羧 基
质量分数&X

粘度&
"HW,(Q#

粘度热
稳定性&X

. .)" #).2/ !)! 3/)/

! .)# #).#% %)$ 3$)0

% .)# #)#22 %)% 3")$

" #)2 #)#$0 /)# 3%)#

$ #)/ #)#!$ /)% 2/)"

!!由 表.可 见!随 着 过 氧 化 氢 添 加 量 的 增 加!氧

化深度逐渐 加 深!表 现 为 羧 基 质 量 分 数 提 高!而 粘

度则下降!相应地粘度热稳定性也得到了提高)
F)D)F!氧化反应64 值与氧化深度的关系!在淀

粉的氧化变性 中!64 值 的 变 化 对 氧 化 深 度 产 生 至

关重要的影 响!在 其 它 条 件 一 定 的 情 况 下!改 变 反

应的64值对氧化深度的影响见表!)
表F!不同5?值的氧化试验结果

I&AEF!I1."8-*-9&0-"%$.&,0-"%&0*-((.$.%05?

序号 64值
羧基

质量分数&X

粘度&

"HW,(Q#

粘度

热稳定性&X

. 0)# #)#%/ /)" 22)"

! 0)$ #)#$. $)2 3!)0

% 2)# #)#3$ %)$ 3$)#

" 2)$ #)#20 %)3 3%).

$ 3)# #)#%$ /)% 2/)#

!!由 表!可 见!在 氧 化 剂 添 加 量 一 定 的 前 提 下!
氧化反应64值为2左右时!氧化程度最深!这主要

是因为64值为2!3时淀粉的活化程度较高!而此

时过氧化氢的稳定性也较好)
F)D)G!氧化深度对交联反应的影响!在淀粉的交

联反应中!氧 化 深 度 对 交 联 反 应 产 生 直 接 的 影 响!
在交联反应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氧化深度对交

联反应的影响见表%)
表G!不同氧化深度的氧化淀粉交联反应试验结果

I&AEG!I1.,$";;<’-%>-%2$.&,0-"%C-01*-((.$.%0"8-*-9.*

;0&$,1

序号
羧基
质量

分数&X

氧化淀粉
粘度&
"HW,(Q#

氧化交联淀粉
粘度&
"HW,(Q#

粘度
热稳定性&
X

. #).2/ !)! !)$ 3/)2

! #).#% %)$ ")% 3/)%

% #)#3$ %)$ ")0 3$).

" #)#$. $)2 !.)# 32)$

$ #)#%$ /)% !2)# 32)#

!!由 表%可 见!在 等 量 交 联 剂 的 作 用 下!氧 化 程

度 越 深 的 淀 粉 交 联 程 度 越 低!表 现 为 粘 度 变 化 不

大!其次对比表!’表%可 以 看 出!交 联 反 应 有 利 于

提高粘度稳定性)
F)D)H!交联剂的添加量对交联反应的影响!在淀

粉的交联反 应 中!交 联 剂 的 用 量"以 氧 化 淀 粉 质 量

计#对交联 反 应 产 生 较 大 的 影 响!在 交 联 反 应 其 它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交联剂的用量对交联反应的影

响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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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交联剂添加量对交联反应的试验结果

I&AEH!I1.,$";;<’-%>-%2$.&,0-"%$.;#’0C-01*-((.$.%0J"’#K.

"(,$";;<’-%>&2.%0

序号
交联剂

添加量!
X

氧化淀粉
粘度!
"HW,#Q$

氧化交联
淀粉粘度!
"HW,#Q$

粘度
热稳定性!X

. !Z# $)% $$ 32).

! .)$ $)% %3 30)3

% .Z# $)% !$ 32)$

" #)0 $)% .! 33Z#

$ #)" $)% / 33).

FEF!各种上浆剂的性能比较

对自制的氧化淀粉%氧化交联淀粉以及市售的

[541#"氧化交联"醚 化 交 联$淀 粉%磷 酸 酯 淀 粉 进

行上浆试验&对比分析各种变性淀粉性能差异)
对纯棉$#支纱线在上浆工艺条件不变的前提

下&对各种浆纱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见表$)
表L!纯棉浆纱性能

I&AEL!I1.5$"5.$0-.;&%*,1&$&,0.$-;0-,;"(;-9.*,"00"%3&$%

项目
浆纱强力!
:*

浆纱
伸度!X

毛羽
下降率!X

上浆
率!X

氧化淀粉 .2")# %)% $%)" .#)/

氧化交联淀粉 .3$)0 "). /%)$ ..)2

氧化交联
"醚化$淀粉 .2%)$ %)0 ".)0 .!)$

磷酸酯淀粉 .2/)% %)$ !$). .!).

!!由表$可以看出&使用自制氧化交联淀粉的浆

液&纯 棉 的 浆 纱 性 能 在 浆 纱 强 力%毛 羽 下 降 率 等 方

面明显优于其他变性淀粉)
对涤棉"/$!%$$$#支纱线在上浆工艺条件不变

的前提下&对各种浆纱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见表/)
!!使用自制氧化交联淀粉的浆液&涤棉的浆纱效

果浆纱性能在浆纱强力%毛羽下降率等方面明显优

于其他变性淀粉)
表M!涤棉浆纱性能

I&AEM!I1.5$"5.$0-.;&%*,1&$&,0.$-;0-,;"(;-9.*I!:3&$%

项 目
浆纱强力!
:*

浆纱
伸度!X

毛羽
下降率!X

上浆
率!X

氧化淀粉 %.#)/ 2)3 "!). .#)%

氧化交联淀粉 %.3)$ 3)" /0)% .!).

氧化交联
"醚化$淀粉 %.0)0 3)! "$)0 .!)0

磷酸酯淀粉 %..)$ 3). !3)% .!)"

G!结!论

根据对自制的氧化淀粉%氧化交联淀粉以及市

售的[541#"氧化交联"醚化交联$淀粉%磷酸酯淀

粉进行测试 及 上 浆 试 验&结 果 表 明&本 法 制 备 的 氧

化交联淀粉浆料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淀粉浆料)
.$本法制备的氧化交联淀粉经 过 双 重 变 性 处

理后&复合了普通的氧化淀粉与交联淀粉各自的优

点&同时又有 比 它 们 更 优 异 的 性 能&使 其 在 对 涤 棉

纱上浆中同 时 对 涤 纶 纤 维 的 酯 基 与 棉 纤 维 的 羟 基

均具有良好的亲和性)
!$本氧化交联淀粉浆料具有较好的水溶性%混

溶性&粘度热稳定性高&流变性小&浆液渗透性与成

膜性好)试验证明’在棉与涤棉的上浆中&其浆纱强

力%浆纱 伸 度 明 显 改 善&且 手 感 柔 软 滑 爽&毛 羽 贴

服&利于织造)
%$本法制备的氧化交联淀粉采 用 过 氧 化 氢 作

为氧化剂&过氧化氢最终分解成水&不会影响环境&
而 交 联 剂 的 用 量 甚 小&是 一 个 较 为 理 想 的 绿 色 工

艺&且该氧化交联淀粉经成本测算比其它变性淀粉

每吨可低.###元左右&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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