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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纺织品的开发中，使用最多的纺织纤维是天然纤维、再生纤维和合成

纤维。其中，合成纤维主要原料是石油，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随着石油资源的日

趋紧张，加上生产中的高消耗、高污染等问题，合成纤维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

各国都在研究开发利用其他纤维来代替合成纤维的课题，而目前能够代替合成纤

维的最理想纤维是生物可降解纤维。生物可降解纤维是对环境友好的材料，它提

供了人类减少环境负担，在现代文明和自然界之间达到平衡的一种办法，因此将

成为 21 世纪的主要纤维之一。而海藻纤维正是一种生物可降解纤维,是人类继种

植棉花、大麻，种桑养蚕等向土地要纤维和开采石油从地下找纤维之后，又多了

一个新的纤维开发领域——向海洋要纤维。[1-2]  

    海藻纤维是用从天然海藻中提取的物质纺丝加工而成的一种纤维，是一种重

要的天然功能纤维新材料，棕藻、红藻是海藻纤维的最佳来源。这种纤维能够被

加工成任意长度和纤度的短纤或长丝，也可以与其他纤维混纺，最终可以用于制

造衣服、家纺、床垫等。  

    海藻纤维具有许多传统纤维没有的新特性，如吸湿性、抗菌性、阻燃性、防

辐射、保温性等特性。  

    作为海藻纤维研发地（青岛）的国家级专业纺织产品检验机构,有责任和义

务为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一份贡献,于是我所科研团队从专业角度,在海藻纤

维制品还未大量走入市场之前,研究海藻纤维与其他纤维混纺比的测定方法,为

该新型纺织材料顺利进入市场，走入百姓生活奠定基础。  

    1 海藻纤维的定性分析[3-5]  

    1.1 外观  

    纯海藻纤维呈白色，表面光滑、光泽柔和、手感柔软，具有良好的悬垂性。  

    1.2 燃烧试验法  

    1.2.1 试验仪器及工具  

    天平、打火机或酒精灯、镊子、放大镜、培养皿、剪刀  



 

 

    1.2.2 试剂  

    乙醇  

    1.2.3 试验方法  

    将约 10mg 试样扯成细束，用镊子夹住，徐徐靠近火焰，观察试样对热的反

应（熔融、收缩情况）。再将试样束移入火焰中，观察试样在火焰中的燃烧情况。

然后离开火焰，注意观察试样燃烧状态和嗅闻火焰刚熄灭时的气味。待试样冷却

后再观察残留物灰分状态。记录燃烧过程中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燃烧状态  

 

表 1 燃烧状态 

1.3 显微镜观察法  

    1.3.1 试验仪器及工具  

    哈式切片器、刀片、小旋钻、镊子、挑针、剪刀、载玻片、盖玻片、生物显

微镜等。  

    1.3.2 试剂  

    液体石蜡、火棉胶  

    1.3.3 试验方法  

    1.3.3.1 纵面观察  

    将试样扯成细束后排齐，取适当长度的试样均匀平铺于载玻片上，加上少量

液体石蜡（注意不要带入气泡），盖上盖玻片，放在 100 倍~500 倍生物显微镜

的载物台上观察其形态，并记录试样纵面特征。（见图 1）  



 

 

 

图 1 海藻纤维纵截面特征 

 1.3.3.2 横截面观察  

    将用哈式切片器制备好的试样横截面，置于载玻片上，加上少量液体石蜡，

盖上盖玻片（注意不要带入气泡），放在 100 倍~500 倍生物显微镜的载物台上

观察其形态，并记录试样横截面特征。（见图 2）  

 

图 2 海藻纤维横截面特征 

 



 

 

    1.4 化学溶解法  

    1.4.1 试验仪器及工具  

    恒温烘箱、电热恒温水浴锅、分析天平、玻璃抽泣滤瓶、烧杯、试管、木夹、

镊子、玻棒、坩埚钳等  

1.4.2 试剂  

    见表 2  

    1.4.3 试验方法  

    将约 100mg 试样置于试管中，注入 10ml 溶剂（试样和试剂的浴比为 1：100）。

在常温下，用玻棒搅动 5min，观察溶剂对试样的溶解情况。常温下难于溶解的

试样，需做煮沸试验，并用玻棒搅动 3min，视其溶解程度。记录试样在各种溶

剂和条件下的溶解情况，见表 2。  

    注：试验应在通风橱里进行，因为很多溶剂挥发性强，并且有毒，加热时不

得使用明火，注意防火安全，因为很多试剂是可燃的。  

 

 

 

 

 

 

 

 

 

 

 

 

 

 

 

 

 



 

 

    表 2 海藻纤维在溶剂中的溶解情况  

 溶剂类型  溶解情况  溶剂类型  溶解情况 
 常温   S 常温   I 

95%~98%硫酸 
 煮沸  S 

 99.5%丙酮 
煮沸   I 

 常温  S 常温  I 
 75%硫酸 

 煮沸  S 
 四氢呋喃 

煮沸   I 
 常温  P 常温   I 

 60%硫酸 
 煮沸  I 

 65%硫氰酸钾 
煮沸   I 

 常温  S 常温   I 
 40%硫酸 

 煮沸  P 
 m-甲酚（间甲酚） 

煮沸   I 
 常温  P 常温   I 

 36%~38%盐酸 
 60~70℃   P 

 二甲苯或间二甲苯 
煮沸   I 

 常温  S 常温   I 
 15%盐酸 

 煮沸  I 
 硝基苯 

煮沸   I 
 常温  I 常温   I 

 30%氢氧化钠 
 煮沸  P 

 苯胺 
煮沸   I 

 常温  S 常温   I 
 5%氢氧化钠 

 煮沸  I 
 苯酚 

煮沸   I 
 常温  I 常温   I 

 65%~68%硝酸 
 煮沸  I 

 1：1 苯酚：四氯乙烷 
煮沸   I 

 常温  I 乙腈   I 
 88%甲酸  

 煮沸  I 
 20%氯化钙  68%甲酸溶

液 煮沸   I 
 常温  I 乙腈   I  99%N,N 二甲基甲酰

胺  煮沸  I 
 乙腈 

煮沸   I 
 常温  I 乙腈   I 

 75%氯化锌 
 煮沸  I 

 吡啶 
煮沸   I 

 常温  I 乙腈   I  有效氯浓度≥5.2%的
NaClO  煮沸  I 

 四氯化碳 
煮沸   I 

 常温  I 乙腈   I 
 99%环己酮 

 煮沸  I 
 二氯甲烷 

煮沸   I 
 常温  I 乙腈   I 

 铜氨溶液 
 煮沸  I 

 二氧六环 
煮沸   I 

 常温  I 乙腈   I 
 99%冰乙酸 

 煮沸  I 
 99.5%乙酸乙酯 

煮沸   I 
 常温  I       

 氢氟酸 
 煮沸  I       

 

2 海藻纤维与其他纤维混纺的定量分析[6-9]  

    通过以上对海藻纤维的一系列定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1）采用 75%硫酸

溶液溶解法可确定海藻纤维与其他（如聚酯纤维、丙纶、芳纶等）在 75%硫酸溶

液中不溶解纤维的混纺比。2）采用 30%氢氧化钠溶液煮沸法可确定海藻纤维与

其他（如棉、粘纤、莱赛尔、莫代尔等）在 30%氢氧化钠溶液中不溶解纤维的混

纺比。3）利用海藻纤维在盐酸（常温）中不溶解的特性确定其与锦纶的混纺比。



 

 

4）利用海藻纤维在二甲基甲酰胺中不溶解的特性确定其分别与腈纶、氨纶的混

纺比。笔者利用以上溶解规则做了大量试验，现将部分典型实验结果列于表 3。  

    表 3 海藻纤维混纺的溶解试剂结果示例  

 

表 3 海藻纤维混纺的溶解试剂结果示例 

    3 总结分析  

    通过对海藻纤维的燃烧特性、显微镜下纵横界面的特征以及化学溶解特性的

一系列实验发现：1.海藻纤维的燃烧特性在常见的纺织纤维中只与芳纶有些相

似，但其化学溶解特性又与芳纶截然不同，其独特的燃烧特性使其极易与其他纤

维相区分。2.海藻纤维虽然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化学再生纤维，但其纵横界面与其

他纤维（参见 FZ/T01057.3-2007）仍有明显区别。3.如果说以上两点为海藻纤

维定性提供了依据，那么海藻纤维即具有植物纤维的溶解特性又具有动物纤维溶

解特性的溶解特点（类似于蚕丝纤维），这种两面性的溶解特性为其定量分析提

供了依据。  

    本文所依托的课题已在国家质检总局立项，并将于 2011 年底验收，如果顺

利通过验收，将填补我国在纺织纤维检验中关于海藻纤维定性定量分析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