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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漆精制工艺研究

王时伟�� 朱一青�� 王建稳��

（���故宫博物院，北京� ������；���国文科保（北京）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涿州� ������）

摘要：天然大漆是我国的土特产之一，精制后的中国大漆性能优良，品质卓越。我国精制漆液的历

史悠久，经验也较为丰富，现在已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中国大漆的原材料主要为生漆和桐油，原

材料的品质直接影响着所精制漆液的质量，本文对各产地的生漆和桐油等原材料进行取样检测和分

析，为精制大漆的选料提供一定的依据，同时，对中国大漆的传统及现代精制工艺进行系统的研究

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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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言

中国大漆又名天然漆、生漆、土漆、国漆，为一种天然树脂涂料，是割开漆树树皮，从韧皮内

流出的一种白色黏性乳液，经除去水分并滤去杂质即为生漆。生漆经搅拌加温精制即成熟漆。熟漆

可与熟桐油调制成广漆，也可与颜料调制成天然色漆，还可以制成各色推光漆。精制后的大漆漆膜

坚硬而富有光泽，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耐热性、耐水性、耐腐蚀性及绝缘性�［�］。

精制中国大漆的主要原料为生漆，另外还需要根据某些制品的要求，加入一定量炼制的干性油

或树脂、色料等，最常见的即为桐油。生漆具有一定的毒性，性脆，漆膜薄，光亮度弱，色素重，

而桐油能解毒，涂膜厚，富有弹性，附着力好，光亮度高，色素少，生漆中加入适量桐油，可以相

互弥补彼此的缺陷，提高漆膜的弹性、附着力和丰满度、亮度等，同时生漆和桐油混合，还可以降

低成本，增加品种，增加产量，以适应多方面的需要［�］。在此，我们主要对生漆和桐油等原材料

进行取样调查和分析，并研究总结大漆的精制工艺。

���原材料的检测

���� 生漆的检测

如图�、图�所示，为各产地的天然生漆的外观对比照片。

经检测，生漆的物化性能［�，�］检测参数见表�、表�。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七次学术年会论文集��82��

表1 生漆的感官检验

产地 毕节 毛坝 汉中 城口 四川 陕西

色泽 棕黄色 浅棕色 淡黄色 浅棕色 棕黄色 浅棕色

转艳
由棕黄色至深咖

啡色

由浅棕色至深咖

啡色

由淡黄色至深咖

啡色

由浅棕色至深咖

啡色

由棕黄色至深咖

啡色

由浅棕色至深咖

啡色

气味 酸香味浓 酸香味浓 酸香味浓 酸香味浓 酸香味浓 酸香味浓

米星 较明显 较明显 较明显 较明显 明显 明显

丝路
丝路细长，回缩

快

丝路细长，回缩

快

丝路细长，回缩

快

丝路细长，回缩

快

丝路粗短，似缩

非缩

丝路较短，回缩

较慢

表2 生漆的化学检验

产地 毕节 毛坝 汉中 城口 四川 陕西

煎盘分数�� �� �� �� �� �� ��

加热减量�� ���� ���� ���� ���� ���� ����

含氮物与树胶质�� ��� ��� ��� ��� ���� ����

表干时间�K � ��� ��� ��� ��� ���

漆膜光泽度 � �� � � � ��

漆膜硬度 �+ �+ �+ �+ + �+

图�� 城口、四川、陕西天然生漆

图�� 毕节、毛坝、汉中天然生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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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测，桐油的物化性能［�～��］检测参数见表�。

表3 桐油的检测参数

产地 广西 四川 云南 大别山 湖南

透明度 透明 微浊 透明 透明 微浊

气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色泽 金黄色 红黄色 红黄色 金黄色 红黄色

百分比�（����℃） ������ ������ ������ ������ ������

水分和挥发物�� ���� ���� ���� ���� ����

杂质�� ���� ���� ���� ���� ����

碘值（韦氏法）�

（J����J）
��� ��� ��� ��� ���

皂化值�（PJ.2+�J） ��� ��� ��� ��� ���

酸值�（PJ.2+�J） ��� ��� ��� ��� ���

华司托试验

（���℃）
�PLQ��V �PLQ��V �PLQ��V �PLQ�V �PLQ��V

β�桐油试验
负（无晶状沉淀析

出）

负（无晶状沉淀析

出）

负（无晶状沉淀析

出）

负（无晶状沉淀析

出）

负（无晶状沉淀析

出）

对各个产地的桐油进行各项技术参数的检测结果表明：广西桐油和大别山桐油的检测参数满足

国标一级桐油的质量标准，云南桐油、四川桐油和湖南桐油满足国标二级桐油的质量标准，这三种

桐油的质量略差于广西桐油和大别山桐油。

图�� 广西、四川、云南、大别山、湖南天然桐油（从左至右）

一般生漆中含有漆酚���～���，树胶质和含氮物��～���，水分���～���。生漆中各组成

成分的变化，造成了生漆品质的差异。通过对各个产地的生漆性质的检测，可以得出：毕节、毛

坝、汉中、城口等地的天然生漆品质较好。四川、陕西的生漆品质略差。

���� 桐油的检测

如图�所示，为各产地桐油的外观对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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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漆精制工艺

从漆树上采割下来的天然生漆不能直接利用，因为在其使用过程中有诸多缺陷，如水分过多，

漆液呆滞，流平性差，容易造成漆膜结构缺陷；漆液黏稠，燥性差，对干燥环境要求苛刻，施工技

术要求高；透明性差，调色困难；各产地生漆质量不稳定；对人体有过敏反应；耐候性差等，这些

缺陷都严重影响着生漆的使用性能和装饰效果。生漆精制的目的就是滤除杂物，除掉水分，增强黑

度、透明度和光泽度，调节干燥性能，适应各种涂刷要求。中国传统的赛霞漆、朱合漆、推光漆和

透明漆等生漆精制产品是其代表品种。

现代精制漆的品种是生漆、黑漆、透明漆三大类。天然漆通过人为的方法，漆酚在漆酶作用

下，发生氧化预聚合反应，并逐渐脱除水分，提高生漆的透明度和固体含量，还要根据需要加入颜

料、催干剂和其他树脂等，来增加其黑度和透明度。黑漆和透明漆精制的好坏，与选料、配料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此，需要通过原材料检验，选择出质量较好，符合要求的生漆和桐油进行下一步的

精制。

大漆精制工艺一般为选料→过滤→晾制→晒制→调制→细滤→装桶。

���� 选料

大漆的精制结果，与生漆的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漆质量受漆树条件、割漆条件、储存时间

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特性的漆液精制出来的成品漆，其漆液中各组分的高低、颜色的深浅、燥性

的差异很大。因此，精制漆时首先要根据预定用途的质量要求，根据各地生漆的性能进行调配。根

据各地制漆的实际经验，把几种不同地区、不同品质的漆搭配起来使用，比只用一种漆精制成的大

漆质量要好得多。各地的漆都有其特点，应该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

���� 过滤

所有生漆都需要进行过滤，除去漆中所含有的各种杂质。传统的办法是先用麻布粗滤，再用细

布中滤，最后布内铺棉细滤。一般过滤时，取长方形布一块，将原料生漆置于布中央，然后将布的

较长两边，其两端按相反方向相互折叠数遍，使成圆筒形，再将两端折紧，使漆不外流，两端用绳

结好，并用木棍套住装于一木架上。滤布和木架的大小，视过滤漆的多少而定。此时若将滤布两端

的棍按相反方向旋转，盛漆滤布即被绞紧，漆液受压即由布的细孔流出，较粗的杂质即被留于滤布

中。在绞榨时可用木棒紧压滤布表面，帮助漆液“回流涓涓”。滤布中的漆渣放入桐油浸泡几天，

再用滤布绞榨过滤，此渣油也可以制熟漆。

���� 晾制

晾制过程也称搅拌、炼熟。它是将调配好、滤净的生漆置于炼漆盆中，掺入一定量的水，通过

不断地搅拌，使漆酚在漆酶的催化作用下，氧化成漆酚醌，进而聚合形成漆酚二聚体、三聚体，乃

至多聚体。这对增加漆膜表面的硬度和亮度具有很大作用。其搅拌时间的长短，根据制漆机械的能

力、生漆的种类和性质等因素来决定，有的要搅拌�～�天，一般搅拌�～��K即可。晾制漆液至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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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水分含量一般控制在���～���，最高不要超过���，然后进行晒制。如果在预定的时间内

进行搅拌后，光泽效果仍然不好，可再加些水继续搅拌，直至达到理想的光泽效果。

���� 晒制

晒制也称脱水、熟化。它是在晾制的基础上，把漆液放在太阳光或红外线等下加热，以提高漆

液中漆酶分子的活性，提高漆酚的氧化聚合速率。漆液晒制的温度控制在��～��℃为宜。同时，不

断地驱赶水分，使含水量达到产品要求（一般为��～��）。在晒制时漆液温度过高，会影响漆液

的干燥性能；温度过低，则晒制的时间就长，漆液会发生黏稠现象。

水是漆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漆酶赖以生存的条件。水对漆液的黏度和漆膜的光泽

度也有影响。晒制过程是漆液氧化聚合和水分脱除的过程；而脱水的快慢，又受环境中各因素的影

响。所以精制漆液时，环境因素必须作为生漆精制配料、加水的一个参考因素。晒制脱水主要是观

察盘内漆液翻动时的色泽。当其表里颜色一致而无水晕痕迹时，即可停止。水分未脱至一定程度

时，漆液表面混浊不清；脱水至一定程度（一般为��～��）时，漆液表面无混浊现象，清晰透明

而光亮，且能保持漆酶一定的活性。

���� 调制

为了满足某些制品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精制漆的光泽、颜色和柔性，需要加入一定量炼制过的

桐油或其他干性油、着色剂。桐油的加入量视生漆品种、燥性和漆膜要求而定，一般加入量为精制

大漆的���～���。

���� 细滤

将漆液加温到��～��℃，在漆内投入棉花，用滤布趁热进行精滤，一般抽滤两次，第一次可以

不加棉花，第二次必须加入棉花进行抽滤。

���� 装桶

将精制好的漆液，经测定符合标准，装桶封闭储存��～��天，让其自然消除漆液内的气泡，防

止漆液髹涂后漆膜的针孔，提高其光泽度。

���大漆精制的影响因子

生漆的精制进程主要受漆酶活性和传质速率的影响，通过调节漆酶活性以及2�的传递效率即能

达到控制生漆的精制过程的目的。

���� 温度

生漆熬制温度控制在��℃比较适宜，这时体系具有合适的黏度，漆酶具备最适的催化反应

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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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强度

生漆的精制过程，主要通过搅拌完成。搅拌强度、搅拌时间对生漆的酶促氧化聚合反应有直接

影响。

���� 精制时间

在生漆的精制过程中，漆液的黏度、组成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般漆酚的氧化聚合反应控制

在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左右较好。此时，漆酚单体、二聚体和多聚体的含量分别为���、���和

���。

���� 通气条件

生漆的精制过程是一个酶促起始的需氧聚合反应过程，漆酚的氧化聚合反应速率受溶解氧的影

响很大，2�使漆液内被还原的无活性漆酶恢复氧化能力。在生漆精制过程中，适当补加水或添加剂

等工艺措施稀释漆液，也可以改善溶解氧水平，提高生漆精制效果［��～��］。

���总� � 结

通过原材料检测，选择性能优良的生漆和桐油进行精制，所得大漆的综合性能，特别是漆膜

光泽、耐久性和防腐性等均优于原始生漆和改性生漆。大漆的精制工艺直接影响到大漆的质量和应

用，通过研究和总结生漆精制过程中的影响因子，如温度、搅拌强度、精制时间、通气条件等，调

节漆酶活性及氧气的传递效率，设定合适的精制工艺条件，控制生漆的精制过程，可以得到质量

好，符合要求的精制大漆。我国制作和使用精制大漆的历史悠久，对于传统及现在的精制工艺，一

方面要继承，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科学地改进精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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