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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洗涤剂：原理·原料·工艺·配方（第2版）》是一本关于洗涤剂的综合性专论，全书分4篇，
第1篇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洗涤剂的基本原理；第2篇介绍了多种原料的性质、作用机理、使用要点和
复配规律；第3篇介绍了粉状洗涤剂、液体洗涤剂和肥皂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方法；第4篇介绍了20
多类专用洗涤剂、洗涤预处理剂、洗涤增强剂和后处理剂的配方设计策略和配方实例。

　　本书坚持洗涤化学与工艺并重、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原则，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补了洗涤剂行业
近10年来的新方法、新工艺、新配方，删除了部分过时的原料和配方信息。

　　《洗涤剂：原理·原料·工艺·配方（第2版）》可作为大专院校精细化工、洗涤剂等专业的研
究生或本科生教材，也可供洗涤剂、油脂、表面活性剂、化妆品等精细化工领域的研发和生产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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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自然乳化法 比如制备O／W型乳状液，可将乳化剂直接加到油相中，混匀后
一起加入水中，油就会自然乳化分散。
该法机理是由于水的微滴进入油中而形成自然通道，然后将油分散开来。
矿物油这类容易流动的液体时常采用这种方法。
对于高黏度油的乳化应在较高温度（比如40～60℃）下采用此法进行乳化。
多元醇酯类不容易实现自然乳化。
 （3）机械强制乳化法上述的转相乳化法和自然乳化法所用的机械相对比较简单，即只用一个带搅拌
器的乳化釜即可。
而机械乳化法是采用具有相当大剪切力的均质器，将被乳化体撕毁成细小而匀的粒子，形成稳定的乳
化体。
上文所述的专用乳化设备，如均质器、胶体磨、乳化管等就是强制乳化的机械，常用于制取转相法和
自然乳化法不能制备的乳状液。
 乳化工艺流程分为间歇法和连续法，间歇法用于小批量生产，年产上万吨规模的推荐使用连续生产装
置。
在间歇法乳化工艺中，首先将油相和水相分别加热到一定温度，而后进行混合和乳化，待乳化完成后
逐步冷却至60℃以下，再加入香精等热敏性物质，继续搅拌至50℃左右，放料包装。
 6.4.1.4乳化稳定体系的考核 液体洗涤剂对于乳化稳定体系的考核要求与化妆品有所区别，即液体洗涤
剂特别是工业用洗涤剂对外观要求比较低，它有时甚至要求使用时摇匀，不影响使用性能即可。
大部分液体洗涤剂属于O／W型乳状液。
甚至有些液体洗涤剂本身就是双相产品。
 考核液体洗涤剂稳定性的方法一般有以下两种。
 ①离心加速老化法 由于油和水的密度不同，离心作用会加速乳状液中的油相和水相分离，使得乳化
体破坏。
采用不同半径的离心机并以不同的转速旋转一定时间，可以折算成相当于正常情况乳状液的稳定时间
。
比如要求乳化体保存一年时间不分层，则相当于半径为10cm的离心机以3750r／min的速度转动5h不分
层。
 ②加热冷冻反复实验法 同样由于温度使油相和水相的密度的变化可能使乳状液破坏。
一般高温考核温度为40～50℃，低温冷冻考核温度为0～—5℃甚至更低。
考核时间1周至3个月，反复3～5次。
一个稳定的乳化体系应该在上述反复加热冷冻的条件下不分层。
需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产品会有不同的考核标准。
 6.4.2结构液洗剂 （1）结构型与非结构型液体洗涤剂的区别 结构型与非结构型液体洗涤剂的区别如下
。
 ①结构型体系中表面活性剂，主要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主，且含量也较低。
 ②结构型中的助剂的种类增多，加入量也比非结构型液洗提高很多，可以应用本来由于溶解性差，而
较难用于重垢液洗的如三聚磷酸钠、碳酸钠、4A沸石等助剂。
其中可溶性助剂的使用浓度也可较高，因为结构化的体系对电解质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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