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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由以下重

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抗菌剂10‑15％，分散剂

15‑25％，交联剂1‑5％，有机溶剂20‑25％，余量

为去离子水。本发明的人造板用防霉剂，使用复

配型抗菌剂，与本发明的分散剂、交联剂及有机

溶剂相辅相成，使得制备的防霉剂具有优异的抗

菌、防霉性能，热稳定性好、有效期长、应用剂量

少、相容性好、毒性低的优点，且对胶粘剂无负面

影响，克服了一般防霉剂的缺点。本发明可广泛

应用于纤维板、刨花板等人造板，生产的防霉人

造板物理力学性能及防霉性能优良，抗霉等级达

到0级、抗菌率超过99％，且对板材胶粘剂无负面

影响，符合家具型人造板的要求，适于广泛推广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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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有机抗菌剂10‑

15％，无机抗菌剂1‑3％，分散剂15‑25％，交联剂1‑5％，有机溶剂20‑25％，余量为去离子

水；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唑醇

组成；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

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唑醇按照质量比15‑25:5‑8:3‑5:1‑2组

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

米二氧化钛按照质量比1:1‑2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散剂为1,2‑二羟基丙

烷、2,2‑二羟基二丙醚、十二烷基磺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交联剂由3‑2‑氨乙基‑

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二异氰酸酯按照质量比1:4‑8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

和乙醇胺按照质量比1:1‑2组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1)

先将抗菌剂、有机溶剂混合，在2000‑2500rpm转速下高速搅拌10‑20min，得到溶液A；2)将分

散剂、交联剂与水混合均匀，于40‑50℃条件下搅拌10‑20min，冷却到常温，得到溶液B；3)将

溶液A与溶液B混合，加入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调节pH至9‑12，在800‑1000rpm转速下低速搅

拌30‑60min，即得到人造板用防霉剂。

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

剂应用于纤维板和刨花板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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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板材添加剂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造板是以木材或其他非木材植物为原料，经一定机械加工分离成各种单元材料

后，施加或不施加胶粘剂和其他添加剂胶合而成的板材或模压制品。

[0003] 普通纤维板的木材原料化学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等，在加工过程中还会

产生低聚糖、单糖、聚木糖等多糖类物质附着在纤维板表面，导致普通纤维板在梅雨季节易

于生长曲霉、青霉、毛霉等，难以满足中国南方亚热带气候高温高湿环境下对室内装修和家

具卫生的要求，装修物和家具霉变后往往会导致力学强度下降使其结构瓦解，从而降低木

材的使用率，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会发出异味、污染室内空气，人体长时间接触霉

菌会危害人体健康。因此，人造板防霉是行业的热点问题。

[0004] 目前生产上木材防霉技术主要是依赖于化学药剂处理，应用最多的是水溶性防腐

剂，占防腐剂使用量的3/4。传统的木材防腐剂虽然具有一定的防霉作用，但是这些防腐剂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出现象，对环境、人畜有一定的影响，对木材胶粘剂的胶合

性能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0005] 自然界中霉菌种类较多，抗药性变化较大，单一的防霉剂很难达到长久有效的防

霉效果，由此复配型的防霉剂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如，申请号为201811104039.2的中国

专利，公开了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包括聚ε‑赖氨酸、醋酸钠、硼酸锌、果糖、氧化作用剂，抑

菌作用物、防霉基液等，其将混合醇加入到钛源钛酸四丁酯中，在微粒表面形成吸附薄层，

保障了持久、稳定的抗菌防霉效果，可提高抑菌作用物的稳定性。又如，申请号为

201110374274.3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人造板用防水、防霉剂，该防水、防霉剂包括由石

蜡、硬脂酸和十二烷基‑α‑D‑葡萄糖苷组成的胶囊核以及由高分子化合物明胶和壳聚糖组

成的胶囊壳；该防霉剂能降低人造板的瞬时吸水速度，提高人造板的防水防霉性能，提高板

材的内结合强度。

[0006] 当前市场上在售的防霉剂种类很多，但往往无法达到全方面的优势，有些防霉剂

虽然防水、防霉效果好，但会对环境和人产生影响，或者会对木材胶粘剂的胶合性能和物理

力学性能产生影响，还有些防霉剂无法适用于多种人造板，本发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一种

防霉性能佳、热稳定性好、有效期长、对胶粘剂无负面影响的人造板用复配型防霉剂。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及其制备方法，以克服一般防

霉剂对胶黏剂胶合强度影响大、热稳定性差、易分解、杀菌效果不稳定、毒性大、污染环境等

缺点；可应用于纤维板、刨花板等各类人造板。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方案如下：

[0009] 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有机抗菌剂10‑15％，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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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剂1‑3％，分散剂15‑25％，交联剂1‑5％，有机溶剂20‑25％，余量为去离子水；所述的有

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唑醇组成；所述的

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组成。

[0010] 优选地，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

铵盐和戊唑醇按照质量比15‑25:5‑8:3‑5:1‑2组成；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

化钛按照质量比1:1‑2组成。

[0011] 具体地，所述的分散剂为1,2‑二羟基丙烷、2,2‑二羟基二丙醚、十二烷基磺酸钠中

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组成。

[0012] 具体地，所述的交联剂由3‑2‑氨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二异氰酸酯按照质量

比1:4‑8组成。

[0013] 具体地，所述的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和乙醇胺按照质量比1:1‑2组成。

[0014] 具体地，本发明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先将抗菌剂、有机溶剂混合，在2000‑2500rpm转速下高速搅拌10‑20min，得到溶液A；2)将

分散剂、交联剂与水混合均匀，于40‑50℃条件下搅拌10‑20min，冷却到常温，得到溶液B；

[0015] 3)将溶液A与溶液B混合，加入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调节pH至9‑12，在800‑1000rpm

转速下低速搅拌30‑60min，即得到人造板用防霉剂。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的应用：将所述的人造板用防霉剂应用于

纤维板和刨花板的制备。

[0017] 本发明所用的抗菌剂具有如下优点：

[0018] 1,2‑苯并异噻唑啉‑3‑酮：是一种异噻唑啉酮衍生物，可作为杀菌剂、防腐剂，可有

效抑制霉菌、藻类等微生物生长，具有高效、低毒、易降解等优点，还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热分解温度达300℃以上。

[0019] 聚六亚甲基胍：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有极强的杀灭细菌的能力，具有广谱、高效、

持效期长、无毒、无腐蚀性、对各种材料无浸蚀作用的优点。在水溶液中能产生电离，它的亲

水基部分含有强烈的正电性，吸附通常呈负电性的各类细菌、病毒，进入细胞膜，抑制膜内

脂质体合成，造成菌体凋亡，达到杀菌效果。

[0020] 有机硅季铵盐：是一种具有优良抗菌抑菌性能的杀菌剂，也是一种阳离子表面活

性剂。它具有耐高温、耐水洗、持久的效果，抑菌范围广，能有效地抑制革兰氏阳性菌、革兰

氏阴性菌、酵母菌和真菌。其杀菌机理是：以有机硅作为媒介，将具有杀菌性能的铵阳离子

基团强有力地吸附于细菌的表面，改变细菌细胞壁的通透性，使菌体内的酶、辅酶和代谢中

间产物溢出，致使微生物停止呼吸功能而致死，从而达到杀菌、抑菌的作用，即发生了“接触

死亡”。

[0021] 戊唑醇：是一种高效、广谱、内吸性三唑类杀菌剂，具有杀菌谱广、持效期长、低毒

的优点；其主要通过抑制病原真菌细胞膜上麦角甾醇的去甲基化，使病菌菌丝不能生长，分

生孢子无法形成，达到杀灭病菌作用。

[0022] 硼砂：一种无机化合物，易溶于水，具有抑菌作用，对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炭疽杆

菌、福氏痢疾杆菌、志贺痢疾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变形杆菌及葡萄球菌、白色念珠

菌均有抑制作用。

[0023] 纳米二氧化钛：是一种能长久抗菌效果的抗菌剂，具有无毒、化学性质稳定、生物

说　明　书 2/8 页

4

CN 114946868 A

4



兼容性好、对人体和环境无害等优点。纳米二氧化钛作为光催化半导体无机抗菌剂，具有广

谱抗菌功能，能抑制和杀灭微生物，并有除臭、防霉、消毒的作用，能将板材产生的甲醛、甲

硫醇等异臭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消除掉，且光催化作用持久。

[0024]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使用复配型抗菌剂，与本发明的分散剂、交联剂及有机溶剂相辅相成，使

得制备的防霉剂具有优异的抗菌、防霉性能，热稳定性好、有效期长、应用剂量少、相容性

好、毒性低的优点，且对胶粘剂无负面影响，克服了一般防霉剂对胶黏剂胶合强度影响大、

热稳定性差、易分解、杀菌效果不稳定、毒性大、污染环境等缺点。

[0026] 2、将本发明的防霉剂应用于人造板时，可采用浸泡、涂刷、喷淋等方式，生产的防

霉人造板，物理力学性能良好，符合家具型人造板的要求，且防霉性能符合《JCT2039‑2010

抗菌防霉木质装饰板》中的要求，可广泛应用于纤维板、刨花板等各类人造板。

[0027] 3、本发明的抗菌剂由有机抗菌剂(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

硅季铵盐和戊唑醇)和无机抗菌剂(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复配组成，杀菌效率高、杀菌谱

广，与对比例1‑6的单个抗菌剂相比，本发明抗菌效果提高了9％‑10％，达到了更好的抗菌

和防霉效果。

[0028] 4、本发明的防霉剂中加入3‑2‑氨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二异氰酸酯组成的

交联剂，交联剂与防霉抗菌成分进行氢键结合，在使用时，人造板材纤维中的羟基和交联剂

中的羧基结合，通过共价键固着在纤维表面，从而使防腐剂具有较强的抗流失性能，防止产

品溢出对环境和使用者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交联剂的接入还能阻隔抗菌剂与胶液的直接接

触，达到不破坏胶液的目的，从而是防霉剂对板材的胶合性能、力学性能等影响较小。

[0029] 5、本发明的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和乙醇胺按照质量比1‑2:1组成，可以提高活

性成分在细胞间的扩散与渗透，促进活性成分从木材表面渗透进木材细胞内，增加了人造

板的防霉效果，同时还可以防止有效成分的流失，延长处理过的木材的防护有效期，提高人

造板材料的利用率。

[0030] 6、本发明的人造板用防霉剂制备方法简单，得到的产品防霉性能佳，抗霉等级达

到0级、抗菌率超过99％，且对板材胶粘剂无负面影响，适于广泛推广和应用，具有较好的经

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的防霉剂制备过程中的图片。

[0032] 图2是本发明制备好的不同浓度的防霉剂初产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抗菌剂10％，无机抗菌剂

3％，分散剂15％，交联剂2％，有机溶剂25％，余量为去离子水；

[0036] 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

唑醇按照质量比15:5:3:1组成；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按照质量比1:1

说　明　书 3/8 页

5

CN 114946868 A

5



组成；分散剂为1,2‑二羟基丙烷；交联剂为3‑2‑氨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与二异氰酸酯

按照质量比1:4组成；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和乙醇胺按照质量比1:1组成。

[0037] 上述人造板用防霉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先将抗菌剂、有机溶剂混合，

在2000rpm转速下高速搅拌20min，得到溶液A；2)将分散剂、交联剂与水混合均匀，于40℃条

件下搅拌20min，冷却到常温，得到溶液B；3)将溶液A与溶液B混合，加入氢氧化钾或氢氧化

钠调节pH至10，在1000rpm转速下低速搅拌40min，即得到人造板用防霉剂。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有机抗菌剂11％，无机抗菌

剂3％，分散剂18％，交联剂1％，有机溶剂24％，余量为去离子水；

[0040] 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

唑醇按照质量比20:6:3.5:1.5组成；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按照质量比

1:1.5组成；分散剂为2,2‑二羟基二丙醚；交联剂为3‑2‑氨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与二

异氰酸酯按照质量比1:5组成；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和乙醇胺按照质量比1.5:1组成。

[0041] 上述人造板用防霉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先将抗菌剂、有机溶剂混合，

在2500rpm转速下高速搅拌15min，得到溶液A；2)将分散剂、交联剂与水混合均匀，于45℃条

件下搅拌15min，冷却到常温，得到溶液B；3)将溶液A与溶液B混合，加入氢氧化钾或氢氧化

钠调节pH至9，在800rpm转速下低速搅拌60min，即得到人造板用防霉剂。

[0042] 实施例3

[0043] 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有机抗菌剂12％，无机抗菌

剂2.5％，分散剂20％，交联剂4％，有机溶剂23％，余量为去离子水；

[0044] 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

唑醇按照质量比22:6:4:1.8组成；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按照质量比1:

2组成；分散剂为十二烷基磺酸钠；交联剂为3‑2‑氨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与二异氰酸

酯按照质量比1:6组成；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和乙醇胺按照质量比2:1组成。

[0045] 上述人造板用防霉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先将抗菌剂、有机溶剂混合，

在2500rpm转速下高速搅拌15min，得到溶液A；2)将分散剂、交联剂与水混合均匀，于50℃条

件下搅拌10min，冷却到常温，得到溶液B；3)将溶液A与溶液B混合，加入氢氧化钾或氢氧化

钠调节pH至11，在1000rpm转速下低速搅拌45min，即得到人造板用防霉剂。

[0046] 实施例4

[0047] 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有机抗菌剂13％，无机抗菌

剂2％，分散剂22％，交联剂3％，有机溶剂22％，余量为去离子水；

[0048] 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

唑醇按照质量比25:8:5:2组成；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按照质量比1:

1.5组成；分散剂为1,2‑二羟基丙烷与十二烷基磺酸钠按照质量比1:1组成；交联剂为3‑2‑

氨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与二异氰酸酯按照质量比1:7组成；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和

乙醇胺按照质量比1.8:1组成。

[0049]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0] 实施例5

[0051] 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有机抗菌剂14％，无机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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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1.5％，分散剂25％，交联剂5％，有机溶剂25％，余量为去离子水；

[0052] 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

唑醇按照质量比15:8:3.5:1.6组成；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按照质量比

1:1组成；分散剂为2,2‑二羟基二丙醚与十二烷基磺酸钠按照质量比组成；交联剂为3‑2‑氨

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与二异氰酸酯按照质量比1:8组成；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和乙

醇胺按照质量比2:1组成。

[0053]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4] 实施例6

[0055] 一种人造板用防霉剂，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有机抗菌剂15％，无机抗菌

剂1％，分散剂25％，交联剂4％，有机溶剂20％，余量为去离子水；

[0056] 所述的有机抗菌剂由1,2‑苯并异噻唑啉‑3‑酮、聚六亚甲基胍、有机硅季铵盐和戊

唑醇按照质量比1:1:1:1；所述的无机抗菌剂由硼砂和纳米二氧化钛按照质量比1:3组成；

分散剂为2,2‑二羟基二丙醚与十二烷基磺酸钠按照质量比组成；交联剂为3‑2‑氨乙基‑氨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与二异氰酸酯按照质量比1:8组成；有机溶剂为1,2‑丙二醇和乙醇胺按

照质量比2:1组成。

[0057]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8] 为说明本发明的抗菌剂的抗菌效果，设置以下对比例1‑16，对比例1‑16的抗菌剂

配比如下表1所示，其余的分散剂、交联剂及有机溶剂均与实施例1的相同，制备方法也同实

施例1。

[0059] 表1对比例1‑16的抗菌剂配比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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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另设置以下对比例17‑22，对比例17‑22的抗菌剂配比分别与实施例1‑6的相同，其

他原料(分散剂、交联剂及有机溶剂)分别如下表2所示，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63] 表2对比例17‑22原料配比

[0064]

[0065] 效果试验1

[0066] 采用实施例1‑6及对比例1‑16的人造板防霉剂生产厚度为2.5mm的防霉中密度纤

维板，防霉剂在纤维板出口管道处单独添加，添加量为5.5kg/m3。对制备的中密度纤维板进

行随机抽样，依据GB/T  11718‑2009《中密度纤维板》、JC/T  2039‑2010《抗菌防霉木质装饰

板》进行检验，物理力学性能和防霉性能参数见表3。

[0067] 表3  2.5mm防霉中密度纤维板物理力学性能和防霉性能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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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由表3可知，采用本发明的人造板防霉剂用作人造板(中密度纤维板)的抗菌材料

时，人造板的力学性能好，防霉效果佳，符合GB/T  11718‑2009《中密度纤维板》、JC/T2039‑

2010《抗菌防霉木质装饰板》的要求。

[0071] 本发明实施例1‑6的人造板防霉剂应用于中密度纤维板时，抗细菌率均达到了

99％以上，防霉菌等级达到0级，静曲强度、内结合强度、吸水膨胀率以及表面结合强度均保

持在较优的水平。而对比例1‑16的抗细菌率均比本发明的低，对比例1‑10的防霉菌等级只

达到了2及或3级。对比例17‑22中变换了分散剂、交联剂及有机溶剂后，抗细菌率及防霉等

级均降低了，说明本发明的抗菌剂与分散剂、交联剂及有机溶剂搭配后，抗菌及防霉效果更

好。

[0072] 效果试验2

[0073] 采用实施例1‑6及对比例1‑16的人造板防霉剂生产厚度为18mm的刨花板，防霉剂

采用浸泡方式添加，对制备的刨花板进行随机抽样，依据GB/T4897‑2015《刨花板》、JC/

T2039‑2010《抗菌防霉木质装饰板》进行检验，物理力学性能和防霉性能参数见表4。

[0074] 表4  18mm防霉刨花板物理力学性能和防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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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由表4可知，采用本发明的人造板防霉剂用作人造板(刨花板)的抗菌材料时，人造

板的力学性能好，防霉效果佳，符合GB/T4897‑2015《刨花板》、JC/T2039‑2010《抗菌防霉木

质装饰板》的要求。

[0077] 本发明实施例1‑6的人造板防霉剂应用于刨花板时，抗细菌率均达到了99％以上，

防霉菌等级达到0级，静曲强度、内结合强度、吸水膨胀率以及表面结合强度均保持在较优

的水平。而对比例1‑16的抗细菌率均比本发明的低，对比例1‑10的防霉菌等级只达到了2及

或3级。对比例17‑22中变换了分散剂、交联剂及有机溶剂后，抗细菌率及防霉等级均降低

了，说明本发明的抗菌剂与分散剂、交联剂及有机溶剂搭配后，抗菌及防霉效果更好。

[0078]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发明保护范围

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需

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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