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卷 第 4 期
2 00 4 年 12 月 ou rn

a l of
邵阳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别拍。yan g U n i

versl
ty (N a tu r a』段ien

e es )
V o l

.

1

E地c
,

N o
.

4

2 0 0 4

文章编号
: 1 6 7 2 一 7 0 10 (2 00 4 )04 一 0 0 9 6 一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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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研究抗再沉积A.J 在无磷洗衣粉 中的效能

,

将梭甲基纤维素钠 (C MC)
、

聚 乙烯毗咯烷酮 (PV 卫)
、

聚乙烯醉

(PV A )分别配入两种无磷洗衣粉中
,

通过去污 实验和循环洗涤实验
,

测定了污布和 白布在洗涤前后的光谱反射率
.

去污实脸表明
,

抗再沉积剂的加入
,

可 以提高无磷洗衣粉的 去污力 ;循环洗涤 20 次后
,

含杭再沉积剂的无磷洗衣粉

对棉布的 白度保持比对照样品提高 4 % 一 12 %和 4 % 一 10 %
,

对浏棉混纺布提高 4 % 一 11 % 和 3 % 一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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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对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
,

洗涤用无

磷洗衣粉的份额逐 日上升
,

寻找廉价
、

洗涤效果优 良的

无磷洗衣粉原料与研究其配方是从事洗涤剂行业工作

者探讨为满足国民对洗涤剂洗涤效果 日益攀高要求的

重要课题之一
在洗衣粉中添加少量抗再沉积剂性的原料

,

一是

能发挥防止重金属的无机盐沉积 ;二是能在洗涤过程

中使进人水溶液中的污垢悬浮
,

并使污垢分散在水溶

液中
,

起到防止这些污垢再沉积到洗涤后织物上的功

能川
.

洗涤剂对洗涤衣物的原理是
: 污垢 的去除和再沉

积是一个可逆过程
,

织物
·

污垢 + 洗涤剂匀织物 + 污垢

·

洗涤剂 ;平衡向右移动
,

既衣物的洗净度提高
.

而添加

抗再沉积剂
,

其作用机理是抗再沉积剂对污垢的亲和

力较强
,

把污垢粒子包 围起来
,

使之分散在水 中
,

防止

污垢与纤维的吸附接触
.

还有
,

洗衣粉中某些无机盐 (如碳酸盐
、

硅酸钠 )与

水中硬离子结合则生成不溶物
,

随着洗涤次数的增加
,

会沉积粘附在衣物表面
,

导致衣物变硬发脆 [‘剧
.

抗再

沉淀剂能减少晶核的形成和阻止晶体的长大
,

取得降

低不溶性无机盐在衣物表面的沉积效果
.

课题实验通

过研究添加少量抗再沉积剂
,

选择配入量
,

进行去污和

循环洗涤实验
,

测定污布及白布在洗涤前后的光谱反

射率
、

白布经多次洗涤沉积灰分量
,

分析讨论抗再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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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抗再沉积剂的去污力和白度保持

污布的去 污

样品 力比值 (与

基粉 A0 相比 )

白布的白度保持(% )

白棉布 白混纺布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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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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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

剂在无磷洗衣粉中发挥的洗涤效果
.

1 实验部分

1
.

1 实验原料

在工业生产现场抽取表面活性剂烷基苯磺酸钠

(L AS )
、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A E q )
、

纯碱
、

元明粉
、

结晶

型层状硅酸钠 (SK S 一 6 )
、

4 A 沸石
、

荧光增白剂 V B L
、

固

体颗 粒 状 复 合 酶 (30 % 碱性 蛋 白酶
,

酶 活力 单 位

82 ON LJ触; 3 0 % 碱性纤维素酶
,

酶活力单位 7 60 N U/ g ;

4 0 % 淀粉酶
,

酶活力单位 7 20 N U/ g )
、

抗再沉积剂梭甲

基纤维素钠 (CM C)
、

聚 乙烯毗咯烷酮 (P、甲 )
、

聚 乙烯醇

(PV A )
、

污布
、

市售白棉布和白混纺布 (涤 /棉 7 0 /3 0)

以上原料除白棉布和 白混纺布外
,

都符合国家标

准规定
,

合格
.

1
.

2 实验用仪器

QW 一 2 型卧式去污实验机 : W SD 一 m 型白度计
.

1
.

3 实验

1
.

3
.

1 白布处理
.

市售白棉布和白混纺布 白度较差
,

需经过漂白处理
,

白布处理方法按文献 [3] 1
.

3
.

1进行
.

1
.

3
.

2 实验基粉
.

实验基粉配制分 2 组
,

一组 (A0 )配

方 (质量 分数 ) : L A S12 %
、

A Eq 4 %
、

纯碱 10 %
、

助剂

S KS 一 6 2 5 %
、

荧光增 白剂 V 13切
.

巧 %
、

复活酶 3 %
、

元

明粉配至 10 0 % ;二组(场 )配方 (质量分数) : 助剂 4 A 沸

石 25 %
,

其余配比与一组相同
.

1
.

3
.

3 基粉制备
.

工业生产现场抽取的固体粉状原

料
,

经 60 目筛筛分
,

筛下料按上述 1
.

3
.

2 配方分别加人

各种原料
,

人工将原料在盆
、

缸中混合好后
,

经 10 目筛

筛分
,

筛下成品为实验备用
.

1
.

3
.

4 实验样 品粉
.

经制备好的实验基粉
.

又分别加

人不同质量分数
、

不同种类抗再沉积剂
,

组成实验样品

粉
:

Al
、

马 基粉加 0
.

5 % CM C; 人
、

玖 基粉加 1
.

0 %

C MC; 凡
、

巧 基粉加 0
.

5 % PV p ;人
、

氏 基粉加 0
.

7 %

PVP
;凡

、

几 基粉加 0
.

5 % CM C 十 0
.

5 % PVP
;人

、

氏 基

粉加 0
.

5 % PV A ;与
、

B7 基粉加 1
.

0 % PV A
.

1
.

3
.

5 去污实验
.

将制备好的实验样品粉作为样品
,

把污布和白布裁成 6 rm 圆片
,

每个去污瓶 中分别放人

污布
、

白棉布
、

白混纺布各 1 片 (放人白棉布和白混纺

布是为考察这两种白布的抗污染效果 )
.

按文献 [4J 中 5
.

7 条同机做洗涤实验
,

并测定布片的光谱反射率
,

计算

出污布的去污力比值和白布的白度保持
.

测试结果见

表 1
.

1
.

3
.

6 循环洗涤实验
.

将处理好的白棉布和白混纺布

裁成 10 x 10c m 方片
.

在每个去污瓶中分别放人白棉布

和白混纺布各 3 片
.

按文献 [5l 做 20 次循环洗涤实验
,

并测定布片的白度和沉积灰分量
.

测试结果见表 2
、

表

3
、

表 4
.

表 2 抗再沉积剂对白棉布的循环洗涤实验结果

样品
洗前平均

白度{%

洗后白度保持{%

68
.

61

68
.

52

98
.

46

6 8
.

印

68
.

62

68
.

5 8

6 9
.

0 1

68
.

7 5

68
.

65

68
.

4 8

69
,

35

68
.

7 1

68
.

42

6 8
.

82

68
.

93

6 8
.

72

洗5 次

99
.

35

106
.

79

107
.

49

10 7
.

81

108
.

15

1 10
.

0 1

102
.

0 3

104
.

11

95
.

4 5

洗10 次

98
.

13

98
.

23

101
.

18

10 2
.

06

93
.

01

100
、

15

1叨
.

87

101
.

4 3

103
.

31

104
.

54

97
.

11

98
.

06

洗 15次

95
.

01

103
.

4 1

104
.

38

10 5
.

31

106
.

1 1

10 7
.

0 3

9 9
.

03

1叨
.

4 9

91
,

32

98
.

08

99
.

32

99
.

11

101
.

09

10 1
.

98

95
,

07

96
.

15

洗20 次

93
.

42

101
.

97

102
.

92

102
.

4 1

103
.

5 7

104
.

63

97
.

16

97
.

98

89
.

76

96
.

35

97
.

96

97
.

42

98
.

2 1

9 8
.

7 4

9 3
.

52

94
.

2 1

洗20 次

后组内

白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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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讨论

无磷洗衣粉中加人少量抗再沉积剂
,

由实验结果

得知
,

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洗衣粉的洗涤性能
.

表 1 实验

结果表明
,

洗衣粉对污布的去污力 比值 : 一组 (与基粉

A0 比)提高 4 % 一 14 % ;二组 (与基粉 马 比 )提高 4 % 一

16 %
.

表 2
、

表 3 实验结果表明
,

无论是白棉布还是白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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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抗再沉积剂对白混布的循环洗涤实验结果

洗后白度保持{%

样品
洗前平均

白度{%
洗5 次

98
.

肠

103
.

45

104
.

16

104
.

0 1

洗 10 次

96
.

4 5

101
.

15

10 3
.

01

102
.

76

104
.

26

106
.

1 1

98
.

07

99
.

09

92
.

08

94
.

04

97
.

01

96
.

32

99 佣

9 9
.

17

93 03

96
.

02

洗15 次

94
.

22

9 9
.

1 1

101
.

2 8

10 1
.

03

103
.

15

104
.

01

96
.

15

97
.

31

如
.

14

92
.

25

94
.

96

95
.

01

97
.

15

98
.

31

91
.

88

94
.

1 1

洗20 次

91
.

01

97
.

08

99
,

45

98
.

81

1加
.

2 5

101
.

08

94
.

73

95
,

51

幻
.

86

90
.

61

93
.

以

92
.

15

94
.

06

94
.

9 1

90
.

51

92
.

03

洗 20 次

后组内

白度排序

后
.

两种白布的白度排序均是不加抗再沉积剂的基粉

差
.

与基粉 比较
,

加抗再沉积剂的粉样 白度保持一组

(与 A0 比 )对白棉布提高 4 % 一 12 %
,

对混纺布提高 4 %

一 1 1 % ; 二组 (与 马 比 )对白棉布提高 4 % 一 10 %
,

对混

纺布提高 3 % 一8 %
.

表 1 一表 4 实验结果反映出
,

对于相同的基粉
,

相

同的抗再沉积剂
,

在实验配入量范围内
,

洗涤效果都是

随抗再沉积剂的加人量增加而提高
.

按实验样品加入抗再沉积剂品种比较
,

聚乙烯毗

咯烷酮(PV P )效果最优
,

按甲基纤维素钠 (CM C )效果

也很好
,

而聚乙烯醇 (PV I〕)效果较差
.

由于 PVI
〕

价格

贵
,

考虑成本效能因素
,

采取 PVP 与 CM C 复配 (凡
、

几 )效果最佳
.

所有实验结果白棉布的白度保持优于白混纺布
,

说明这些抗再沉积剂对纯棉布的抗再沉积力大于对混

纺布
,

这一结果与文献〔’〕论述相同
.

用于无磷洗衣粉的助剂
,

在所进行的实验中
,

一组

样品的实验结果值都优于二组
.

这与文献 [6j 论述无磷

洗衣粉助剂
:

结晶型层状硅酸钠(SK S 一 6) 优于 4 A 沸石

结论相同
.

一、J丹‘,
.几
J

胜
.

,
.

1八11
目.

胜立, .人

肠0800能

组 肠

66
.

2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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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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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茄
.

4 5

66
.

0 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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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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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4 1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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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32

66
.

09

66
.

19

66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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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4 1

66
.

4 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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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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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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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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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4
,

10

95
.

66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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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洗涤 20 次后灰分沉积实验结果

白棉布 白混纺布

样 品
沉积灰

分量心%

与基粉(一组

A0
、

二组氏)

比值

沉积灰

分量耐%

与基粉(一组

A0
、

二组场)

比值

2
.

87 3

2 02 5

1
.

80 1

1
.

9 11

1
.

64 6

1
.

312

2
.

238

2
.

的2

3
.

289

2
.

67 5

2
.

151

2
.

201

1 813

1
.

532

2
.

918

2
.

517

1
.

00

0
.

70

0
.

63

0
.

66

0
.

57

0
.

46

0
.

78

0
.

70

1
.

00

0
.

82

0
.

65

0
.

67

0
.

55

0
.

4 7

0
.

89

0
.

77

1
.

8 23

1
.

589

1
.

4 7 1

1
.

501

1
.

397

1
.

101

1
.

61 1

1
.

502
2

.

386

1
.

916

1
.

7 15

1
.

760

1
.

301

1
.

013

3 结束语

实验测试结果数据表明抗再沉积剂在无磷洗衣粉

中对洗涤效能的作用是重要的
.

考虑洗衣粉成本
,

配入单种抗再沉积剂
,

选梭甲基

纤维素钠(CMC )效果较好 ; 考虑洗衣粉成本与效能因

素
,

选梭 甲基纤 维素钠 (CMC )与 聚乙 烯毗 咯烷酮

(P\q 〕

)复配效果最优
.

研制多种表面活性剂(阴
、

非离子)
,

优良助剂与多

种添加剂复配
,

以发挥协同作用
,

是提高无磷洗衣粉效

能的有效方法
.

参考文献 :

飞IJ工卫esJ, ..J
I
‘, .IJ

I
J

11勺�内J‘斗‘J了O仁
resesLL.LLesesLJIJ
1
1)

2
.

017

1
.

886

1
.

00

0
.

87

0
.

81

0
.

82

0
.

77

0
.

60

0
.

88

0
,

82

1
.

的

0
.

80

0
.

72

0
.

74

0
.

55

0
.

42

0
.

85

0
.

79

刘云
.

洗涤剂【M ]
.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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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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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料用洗涤剂去污能力的测定〔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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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料洗涤剂性能比较试验循环洗涤

白棉对照布法〔S〕
.

刘国清
.

含磷
、

无磷洗衣粉洗涤效果与环境影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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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布
,

随着洗涤次数的增多
,

所有样品对它们的白度保

持均成下降趋势
,

说明污垢吸附量逐渐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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