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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麻纤维抗菌性研究
刘广平,王艳秋,张海燕,张雪晶

(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31)

摘  要:再生麻纤维是一种新型的再生纤维素纤维。针对目前对该纤维具有抗菌性的报道,采用定

性和定量 2种方法分别对纤维、经过漂白整理后的纤维、染色后的纯纺织物进行了抗菌性试验,结

果表明再生麻纤维的抗菌性对不同的菌种有选择性, 经过漂白染色后的再生麻纤维及其织物对于

某种细菌也具有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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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ntibacterial capability of regenerated f lax f 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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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egenerated flax fiber is a new type of reg ener ated cellulose fibre. In v iew o f t he repor ting that the fibre had the

antibacter ial capabilit y , qualitativ e and quantitativ e measurement s w ere used t o examine the antibacter ial pro per ty of r egenera-

ted flax fiber , bleaching fiber, and dying pure spinning fabr ic. T he r esult s show the antibacterial ability o f the r egenerated f lax

fiber is selectiv e to different bacter ium. T he r eg enerated flax f iber as w ell as its fabr ic also has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 on so me

bacter ium aft er being tr eated by bleaching and dy e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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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麻纤维是以天然黄麻、红麻为原料, 采用蒸

煮、漂白、制胶、纺丝、后处理等高科技工艺路线, 把

麻材中的纤维素提取出来制得的一种新型再生纤维

素纤维。与天然麻纤维相比, 再生麻纤维吸湿透气

性好,可纺性好, 染色性也好。其织物手感滑爽, 悬

垂性好,没有天然麻织物的刺痒感, 色泽亮丽, 穿着

舒适,适合做高档内衣和运动休闲衣的面料, 有广阔

的产品开发及市场应用前景。针对目前国内关于该

纤维抗菌性的有关报道, 笔者依据 FZ/ T 01021- 92

5织物抗菌性能试验方法6及相关文献, 对再生麻纤

维的抗菌性能进行了定性与定量试验, 以期对再生

麻纤维的抗菌性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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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过程

1. 1  试验用材料、菌种、仪器与试剂
材料  再生麻纤维 (规格为 0. 167 tex @ 38

m m)、纯再生麻纤维针织汗布(用纱为 18. 2 tex 再

生麻单纱, 5 cm 的直密为 59 根, 幅宽为 105 cm,

1 m2毛坯质量为 122 g)。

菌种  大肠杆菌( AT CC8099, 革兰氏阴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 AT CC6538P,革兰氏阳性菌)、克

雷伯氏肺炎杆菌( ATCC4352,革兰氏阴性菌)。

仪器  SW-CJ-2FD 超净操作台(上海博迅实业

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提供) ; H H-B11600电热恒温

培养箱(天津市实验仪器厂提供, 标准号为 WS2-

134-75,温度为( 60 ? 01 5) e ) ; LDZX-40SAI 型立

式自动电热压力蒸气灭菌器(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

提供) ; 气浴恒温震荡器(江苏省金坛市宏华仪器厂

提供) ; FA2004型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提供) ; H-1微型震荡混合器(上海沪西仪器

厂提供) ; XK96型移液器(上海雷勃集团提供) ; 250

mL 三角烧瓶(天津玻璃仪器厂提供) ; 1 mL 及 0. 1

mL 定量刻度吸管; 生化培养皿 (简称平板, 皿底直

径为 9 cm )。

试剂  营养琼脂培养基; 牛肉蛋白胨肉汤培养

基。

1. 2  检测试样的准备
为了更好地研究再生麻纤维的抗菌性, 试验前

需对部分再生麻纤维及其织物进行漂白和染色处

理。

采用常规漂白工艺。漂白采用的配方如下: 双

氧水, 5 g/ L ;氧漂稳定剂, 1 g / L ,浴比为 1 B 30。漂

白温度为 90 e ,漂白时间为 60 min, 用氢氧化钠调

节 pH 值为 10. 5~ 11。

用汽巴克隆活性黄 LS-4G进行染色皂煮, 配方

如下:染料质量分数为 0. 5% ,浴比为 1 B50; 盐的质

量浓度为 10 g / L ;碱的质量浓度为 10 g/ L; 皂粉质

量浓度为 2 g/ L ,浴比为 1 B 25。采用 100 e 上染 60

min, 固色 60 min。

将每种纤维各取少许,捻成细束,尽量弯成圆圈

状,用于抑菌环法实验,观察抑菌环。

将每种再生麻纤维各取 0. 15 g , 将织物制成直

径为 2 cm 左右的圆样若干,织物都取0. 4 g, 并控制

空白样和杀菌样的质量误差在 ? 0. 005 g 之内。

使用蒸气消毒器, 将所有试样在 103 kPa 压力

下灭菌 25 min, 备用。以上试验材料可依具体试验

要求有所增减。

1. 3  培养基的配置 [ 1]

1)营养琼脂培养基的配置  称取 45 g 营养琼

脂粉,放入 1 000 m L 水中,用玻璃棒搅拌至溶解, 分

装到三角瓶中后加塞、包扎,湿热灭菌后待用。

2)牛肉蛋白胨肉汤培养基的配置  称取蛋白胨
10 g,牛肉浸膏 5 g,食盐 5 g , pH 值为 7. 2~ 7. 4的

蒸馏水 1 000 mL,放入大烧杯中。牛肉膏可放在纸

上称量,随后放入热水中, 牛肉膏便与称量纸分离,

立即取出纸片。在烧杯中加入少于所需要的水量,

然后放在微波炉中小火加热,并用玻璃棒搅拌, 待药

品完全溶解后再补充水分至所需量。用1 mo l/ L 的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 pH 值,随后分装、加塞、包扎,湿

热灭菌后待用。

1. 4  菌悬液的配制
用 4 mm 的取菌环将已接种保存在试管上的菌

种取最典型的菌落移到盛有肉汤培养基的三角烧瓶

中,在 37 e 气浴恒温震荡器中摇瓶 24 h, 通过比浊

管比浊后,用肉汤稀释,用平板记数法计算 1 m L 的

含菌量,选取 1 m L 菌液含 1 @ 105~ 2 @ 105 个菌落

的菌悬液备用。

1. 5  试验方法
1)抑菌环法[ 2]  在超净操作台上, 将 45~ 50 e

的无菌营养琼脂培养基倒入无菌培养皿中,以铺满

皿底为限,待冷却固化后用移液枪加入 0. 2 mL 菌

液,用玻璃刮铲将菌液均匀涂抹在琼脂培养基上,然

后将待检测试样平放在培养皿中央, 于 37 e 培养

24 h后观察细菌生长情况及待检测试样杀死细菌

形成的透明环大小。

2) FZ/ T 01021- 92 织物抗菌性能实验方法  

在超净操作台上, 移取 3种准备好的菌液各 1 m L,

分别接种在已灭菌封装在三角烧瓶中的纤维或织物

试样上。每种试样 2份: 1份在/ 00接触时间制取菌
样;另 1份封好瓶口,在恒温箱中培养 20 h 后取出,

加入 100 mL 无菌蒸馏水, 用微型震荡混合器震荡

混合 2 min,然后按平板记数法计算活菌数。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 1  抑菌环法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抑菌环法试验结果
T ab. 1  Results of t he bacterio static ring measur ements

试  样      菌  种      抑  菌  环     

未处理再生麻纤维 大肠杆菌 出现 1~ 3 mm 抑菌区域,区域外细菌分布均匀

漂白再生麻纤维 大肠杆菌 出现 3~ 5 mm 抑菌区域,区域外细菌分布均匀

染色再生麻针织汗布 大肠杆菌 出现 1~ 4 mm 抑菌区域,区域外细菌分布均匀

未处理再生麻纤维 金黄色葡萄球菌 出现 1~ 2 mm 抑菌区域,区域外细菌分布均匀

漂白再生麻纤维 金黄色葡萄球菌 出现 1~ 2 mm 抑菌区域,区域外细菌分布均匀

染色再生麻针织汗布 金黄色葡萄球菌 出现 1~ 2 mm 抑菌区域,区域外细菌分布均匀

未处理再生麻纤维 克雷伯氏肺炎杆菌 出现 1 mm 抑菌区域,区域外细菌分布均匀

漂白再生麻纤维 克雷伯氏肺炎杆菌 无抑菌区域

染色再生麻针织汗布 克雷伯氏肺炎杆菌 无抑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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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FZ/ T 01021- 92试验结果 (见表 2)

表 2  FZ/ T 01021- 92试验结果
T ab. 2  Results of FZ/ T 01021- 92 test 个/ mL

试样名称
 克雷伯氏肺炎杆菌数  

/ 00接触时间菌样   培养后菌样
 金黄色葡萄球菌数  

/ 00接触时间菌样   培养后菌样
 大肠杆菌数  

/ 00接触时间菌样   培养后菌样

未处理再生麻纤维 1. 0 @ 105   1. 0 @ 108 1. 5 @ 105   1. 0 @ 108 1. 2 @ 105   1. 2 @ 102

漂白再生麻纤维 1. 2 @ 105   1. 5 @ 107 1. 0 @ 105   1. 4 @ 108 1. 6 @ 105   1. 7 @ 102

染色再生麻针织汗布 1. 2 @ 105   1. 5 @ 108 1. 0 @ 105   2. 6 @ 108 1. 7 @ 105   1. 2 @ 102

2. 3  试验结果探讨
由表 1抑菌环法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再生麻纤

维对于不同的菌种表现出的抑菌效果不同: 对大肠

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论是纤维还是经过漂白

处理并染色后的针织汗布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抑菌

环;只有未处理的再生麻纤维对肺炎杆菌有抑制效

果,漂白和染色后未显示任何抗菌性能。

表 2显示, 未经处理的再生麻纤维对大肠杆菌

有抗菌性,并且染整加工后仍具有抗菌效果, 但 2种

纤维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与肺炎杆菌没有抗菌性。

定量分析参照了 FZ/ T 01021- 925织物抗菌性
能定量实验方法6(以下简称5方法6) ,该5方法6是参

照 AATCC 100- 81 制定的, 适用于各类吸水性纤

维和织物。在试验过程中有以下细节偏离了5方法6

的规定。

1)试验菌种增加了大肠杆菌,该菌为革兰氏阴

性菌,别名为大肠埃希杆菌,属埃希氏菌, 为肠杆菌

可科,是人体皮肤表面最常见的细菌,卫生学与临床

上常以/大肠菌群数0作为被污染指标。

2)5方法6规定/距边 10 cm 以上剪直径为 5 cm

的圆试样若干, 所用试样块数要根据纤维类别及织

物组织而定, 以能吸收 1 m L 菌液且三角烧瓶不留

残液0。本试验是将织物制成直径为 2 cm 的圆样,

取样 0. 4 g ,再生麻纤维取 0. 15 g, 天然麻纤维取 0.

17 g(考虑二者吸湿性不同)。试验表明, 该质量的

纤维或织物可以吸尽 1 m L 菌液且三角烧瓶内不留

残液。

3)按照生物试验要求, 将牛肉蛋白胨肉汤培养

基 pH 值调至 7. 2~ 7. 4
[ 3, 4]

, 而不是5方法6规定的
6. 8。另外使用营养琼脂粉配制营养琼脂培养基, 这

些对试验结果均不构成影响。

4)使用无菌蒸馏水代替磷酸盐缓冲液和生理盐

水稀释液。磷酸盐缓冲液是人体汗液中的一种成

分[ 5 ] ,生理盐水则可保持细菌质膜内外渗透压平衡。

无菌蒸馏水的采用有使活菌数减少的趋势,即经恒

温培养后试样上的实际菌数将略高于测试值,这种

偏差有利于得到抗菌性结果。为减少试验偏差, 洗

涤与稀释过程控制在 30 min内。

3  结  语

1)再生麻纤维的抗菌性对不同的菌种有选择

性:对大肠杆菌, 再生麻纤维表现出了抑制作用, 又

具有杀菌性,染整加工后仍具有相同的效果;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再生麻纤维表现出了抑制作用,但定量

检验其没有抗菌性;对肺炎杆菌,只有未处理的再生

麻纤维表现出了抑制作用, 其他均没有抗菌性。

2)再生麻纤维的抗菌能力是有限的, 它不能在

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对所有细菌的杀灭作用。

3)笔者是按照中国纺织行业标准织物抗菌性能

试验方法进行的试验, 该方法对于中国抗菌织物产

业发展的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于再

生麻纤维有关抗菌性的试验还有待于采用其他方法

进一步研究讨论, 以得到更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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