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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2013-3-29                                                      编号：CL1308SD 

项目名称 季铵化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酯乳

液的制备方法 所
属
领
域 

□ 先进重大装备 ■ 新材料 □ 新能源

□ 生物医药 □ 电子信息制造 □ 新能

源汽车 □ 海洋工程装备 □ 软件和信

息服务 □ 民用航空制造 □其它 
院校名称 

上海大学 

 

（盖章） 

项目成熟度 
□已实现产业化，产品供不应求   ■已实现小批量生产，产品有市场需求  
□已通过中试鉴定      □处在中试阶段  

技术水平 □ 国际领先  □国际先进   ■国内先进   □一般水平 

推广范围 □ 国际推广  ■ 国内推广   □ 区域推广   □ 特定地区推广 

知识产权状态 
□ 授权国外有效发明专利       □授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 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其它知识产权   （待授权） 

项目获奖情况 
无 各类基金 

资助情况 

无 

是否具有以下

资料 

□ 项目可行性报告   □ 查新报告   □ 鉴定证书   ■检测报告   □ 认定证书 

□ 用户意见 

课题组简介：（概述研发优势和成功案例等。） 

 

课题组长期从事纺织染整研究，深厚的纤维改性及纺织染整的基础，特别是负责人曾有三年印染工

厂的工作经历。曾研究和参与研究了多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产学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

海市科委、上海市教委及有关企事业单位资助的课题。课题组已经申请发明专利18项，其中获得发明专

利4项，发表各类科技论文50多篇。课题组实验室中配有染色机、浸轧机等各类纺织染整设备，纺织染

整是课题组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并与东华大学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项目负责人2006年合作申报的两项发明专利（ZL 200610023842.4“一种离子交换型可染细旦丙纶

的染色方法”和ZL 200610023843.9“含稀土材料改性聚烯烃与聚丙烯共混细旦丙纶的染色方法”）权利

已经转移至上海金霞化纤有限公司，并顺利地完成了一项上海市科委专利二次开发项目（编号05dz52004

“改性细旦聚丙烯纤维染色研究”）的结题工作，为上海金霞化纤有限公司产生不错的经济效益；2012

年5月，课题组又将一项发明专利（ZL200910196533.0“淀粉接枝共聚阳离子絮凝剂的制备方法”）成功

地转让给一家德国独资企业（科凯精细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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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项目背景、政策导向、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项目进展情况、成熟程度以及项目预计产业

化周期、项目鉴定或产品检测报告的结论性表述。如是生物医药项目，写明是否具有临床批文和药证等

文件。） 

 
纺织品在穿着和洗涤过程中，常会出现起毛起球现象，严重影响了织物的穿着性能和外观。这个问

题在腈纶面料中最为特出，限制了其在高档纺织面料中应用。为了解决织物的起毛起球问题，人们在聚

合改性、调整纺丝工艺，以及整理改性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工作。在这些方法中，通过树

脂整理法可取得明显的抗起毛起球效果。常规利用丙烯酸酯共聚物、聚氨酯抗起毛起球剂树脂，但是这

些方法不但织物的抗起毛起球性能持久性较差，而且容易使织物丧失原有的风格，手感变得僵硬起来。 

用本技术制备的季铵化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酯乳液，是采用季铵化改性封闭氨基硅油链段中氨基上的

活泼氢，从而改变其在加工和服用过程中的泛黄程度，同时季铵化能与腈纶中的第三单体产生较强的离

子作用，提高抗起毛起球整理效果的持久性。通过改性氨基硅油中的双键与丙烯酸酯类单体的加成共聚，

使有机硅与聚丙烯酸酯发生化学键合，强化了树脂对织物的粘结与处理效果，使织物进行整理后具有较

好的手感，并大幅提高织物的抗起毛起球性。同时该季铵化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酯乳液亦可应用于织物的

抗菌整理，同时进一步提高织物的抗起毛起球性，并保持其它优良性能不变。该季铵化有机硅改性丙烯

酸酯乳液可应用于织物整理，尤其是腈纶织物，使之具有较佳的抗起毛起球性。 

目前，本项目方法基本成熟，在实验室里已经成功地制备了季铵化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酯乳液，整理

后织物的手感滑爽，抗起毛起球级别达到4级。如果助推成功，课题组将进一步优化制备工艺，降低生

产成本，通过试生产，进而量产。 

本项目的转让对象是纺织助剂公司，制备的成品应用于纺织物的抗起毛起球性整理。 

 

 

 

 

技术特点：（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可与国内或国际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本项目涉及一种季铵化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酯乳液的制备方法。本技术方法的主要过程为：（1）氨基

硅油的合成，将八甲基环四硅氧烷、带双键的硅烷偶联剂、N-β- (氨乙基)-γ- 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

硅烷、六甲基二硅氧烷、氢氧化钾和去离子水放在反应容器中在100~110℃的温度范围下，制得氨基硅

油；（2）加入卤代烷或环氧卤代烷，在50~90℃的温度下进行季铵化处理，得到季铵化改性氨基硅油；

（3）在步骤（2）制得的季铵化改性氨基硅油中，加入乳化剂、丙烯酸酯类单体和去离子水，采用氧化

-还原引发体系进行共聚反应，得到季铵化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酯乳液。 

本技术得到的产物可应用于纺织品整理，尤其是腈纶织物，具有较好的抗起毛起球性，超过国内同

类产品的抗起毛起球整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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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等状况。） 

 

本项目的对象是有关经营纺织助剂的公司，制备出的成品拟应用于纺织物的抗起毛起球性整理，特

别是腈纶织物的后整理。本产品采用常规的化工助剂制备手段，方法不复杂，一般的纺织助剂的生产单

位均能生产。由于它是一种常用的后整理助剂，一旦产品制备出来，即可推荐给客户。当客户测试后得

到满意的结果后，便会使用本产品。 

由于用本技术制备的季铵化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酯乳液，同一般抗起毛起球整理剂相比，有许多优势：

织物用它整理后，不但手感好，有抗菌性，还可减少甚至避免织物在加工和服用过程中的泛黄，有效提

高抗起毛起球整理效果的持久性，因而本产品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经济和社会性效益： 

1.该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 

2.对环保和能源要求，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所需职工人数； 

3.根据最低投资，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 、年销售值、年利润； 

4.投资回收期限（年）。 

  

 本项目的产品是一种纺织后整理助剂，其特别适用于腈纶织物，因而这个产品尽管利润较高，但

不推荐于新建工厂，比较适合已经有一定经营渠道的纺织助剂公司，这样可充分利用原有的加工设备和

其它资源，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成本。 

本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是200万元（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实施本项目

没有环保上问题，产品反应后无“三废”产生，一旦制得成品，即可装桶待售。 

如以生产抗起毛起球后整理剂10吨计，可创造产值30-50万元，实现利润8-10万元，根据市场进一

步扩大，产值和利润有望进一步增加。根据上述最低投资额，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为100

吨，年销售值300-500万元，年利润80-100万元，投资回收期限2至3年。 

 

 

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本项目采用成果所有权专利的方式，一次性地专利所有权转让给企业，最低成交价格是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