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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着力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已

成为当今本科教育的主题# 教材建设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适应新形势

下我国教学改革要求!与时俱进!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成

为院校和出版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 年 3 月!教育部颁发了教高$$&&/%3 号文

件&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指出我国本科教学工作要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的全面

发展需要!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意见(提出要推

进课程改革!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新设置专业建设和管理!把拓宽专业口

径与灵活设置专业方向有机结合# 要继续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

段的改革!构建新的课程结构!加大选修课程开设比例!积极推进弹性学习制度建

设# 要切实改变课堂讲授所占学时过多的状况!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时

间和空间# 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区别不同学科对实

践教学的要求!合理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意见(强调要加强

教材建设!大力锤炼精品教材!并把精品教材作为教材选用的主要目标# 对发展迅

速和应用性强的课程!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积极开发新教材!并使高质量的新版

教材成为教材选用的主体#

随着’意见(出台!教育部组织制定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

划!并于 $&&0 年 - 月 3& 日正式下发了教材规划!确定了 (’30 种&十一五)国家级

教材规划选题!我社共有 3&6 种教材被纳入国家级教材规划# 在此基础上!中国纺

织服装教育学会与我社共同组织各院校制定出&十一五)部委级教材规划# 为在

&十一五)期间切实做好国家级及部委级本科教材的出版工作!我社主动进行了教

材创新型模式的深入策划!力求使教材出版与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发展相适应!充

分体现教材的适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新颖性!使教材内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3+围绕一个核心---育人目标# 根据教育规律和课程设置特点!从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入手!教材附有课程设置指导!并于章后附有复习指

导及形式多样的思考题等!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提

升学生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

*$+突出一个环节---实践环节# 教材出版突出应用性学科的特点!注重理

论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有针对性地设置教材内容# 增加实践"实验内容#

*6+实现一个立体---多媒体教材资源包#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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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知识点制作成教学课件!以直观的形式"丰富的表达充分展现教学内容#

教材出版是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出版高质量的教材!出版社严格甄

选作者!组织专家评审!并对出版全过程进行过程跟踪!及时了解教材编写进度"编

写质量!力求做到作者权威!编辑专业!审读严格!精品出版# 我们愿与院校一起!

共同探讨"完善教材出版!不断推出精品教材!以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

中国纺织出版社

教材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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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基于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张洵栓主编的’染整概论(# ’染整概

论(自 $& 世纪 -& 年代后期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近 $& 年来!纺织"染

整学科发展很快!这 $& 年也正是我国纺织染整科技大发展时期!读者普遍要求能

够修订’染整概论(#

本次修订的’染整概论(系统地叙述了主要的纺织纤维!对染整加工的前处

理"染色"印花和整理等关键工序的基本工艺流程及常用设备作简要介绍!编写时

坚持突出重点"兼顾染整学科最新发展的原则# 另外!对纺织品的质检和包装"安

全技术要求"印染废水及其处理等内容也进行了扼要介绍!以便读者了解染整加工

的基本内容和生产过程!掌握染整生产"管理的基本知识# 本教材适合高等学校有

关专业开设的’染整概论(或’染整工艺学(等课程!也适合相关从业人员自学"

参考#

本书由从事染整工艺教学"科研的资深教师编写!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由东

华大学蔡再生教授编写!第二章由南通大学杨静新教授编写!第三章由浙江理工大

学吴明华副教授编写!第四章由东华大学闵洁副教授"王春兰副教授编写!第五章

至第八章由东华大学许海育高级工程师编写# 全书由蔡再生任主编!闵洁任副

主编#

为了便于教学和自学!每章后附有复习指导"思考题或习题.本书对重要的专

业术语或名词在首次出现的地方加注英文!以利于读者提高专业英语水平# 另外!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和专著!限于篇幅!只能在每章

后面列出主要的参考文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研究生王峰参与了资料的搜集和

文字的输入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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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物染整加工是纺织工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

一定的地位# 纤维材料经过纺纱"织造生产出来的纱线"织物称为坯纱"坯布*原

布+!一般都要经过染整加工才能服用# 染整加工的目的就在于根据纤维材料的特

性!提高坯纱"坯布的服用性能和使用价值!满足人民生活的衣着装饰以及工业"农

业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为国家积累资金和创收外汇#

染整加工主要是通过化学方法用各种机械设备!对纺织物进行处理的过程#

它涉及多方面知识的应用!具有综合性较强的加工特点# 染整加工的基本内容包

括预处理"染色"印花和整理# 预处理亦称练漂!主要采用化学方法去除纺织材料

上的杂质!并使后续加工!如染色"印花和整理得以顺利进行.染色是通过染料和纤

维发生物理"化学的结合使纺织材料获得鲜艳"均匀和坚牢的色泽.印花是用染料

*或颜料+在纺织物上印出花纹图案!并使之固着的过程.整理是根据纤维的特性!

通过使用化学药剂或机械物理作用改进纺织物的光泽"形态等外观!提高纺织物的

服用性能或使纺织物具有拒水"拒油"阻燃等特性#

根据加工批量的大小和工艺要求!织物的染整加工有的在单机台上进行!有的

在联合机上进行# 联合机是把单元设备按工艺要求组合成加工的连续形式# 常见

的联合机是由浸轧"汽蒸"水洗"烘干等单元设备组成的!适宜于大批量产品的

加工#

织物的加工状态有绳状和平幅两种# 前者加工效率较高!后者加工时!织物不

易产生皱*折+痕# 纯棉机织物和纯棉针织物的练漂"毛织物和针织纬编织物的染

色和净洗!通常以绳状进行# 由于针织物"毛织物"蚕丝织物和合成纤维织物等受

力后容易变形!加工时应尽可能减少张力!宜采用松式机械设备#

在染整加工中!纤维材料经过化学品处理后!须反复水洗并加以烘干!所以水

和热能的消耗量都很大!对水质的要求也比较高# 在化学处理过程中还会产生有

害物质污染空气和水质!因此制订工艺和选用设备时!必须注意降低热能的消耗!

提高水的利用率# 应重视环境保护!对废水废气加以处理!减少污染!做好某些化

学品的回收和利用# 同时还应不断加强管理和科研工作!提高技术水平!开发品

种!重视产品质量!用先进的管理方法调动人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生产效率!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染整概论(以化学为基础!较为系统地叙述各类纺织纤维制成的织物在染整

加工中的基本工艺流程和工艺条件!并对加工原理及常用机械设备作简要介绍!以

!!



第
一
版
前
言

便使初学者了解染整加工的基本内容和生产过程!掌握染整生产基本知识# 本书

适合用作高等或中等技术院校有关专业开设的’染整概论(或’染整工艺学(等课

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学习染整工艺原理的入门参考读物# 根据本书内容!教学时数

以 1& J0& 学时为宜# 教学中!可酌情对内容进行选择"删节或补充#

本书由张洵栓担任主编!参加编写的有袁琴华*第一章和第二章+"金章沪*第

三章+"王凤云*第四章+和张洵栓*第五章+# 本书由王菊生教授审阅# 插图由张

洵栓绘制和复制#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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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纺织纤维及其制品

第一节!纺织纤维概述

!!纺织品的初始原料是纺织纤维! "纤维#一词迄今尚无确切定义$一般认为具有足够的细度%直

径 "#$$!%&和足够的长径比% &’$$&$并具有一定柔韧性的物质均可称为纤维%()*+,&! 具有纤维形

态的物质随处可见$哪怕是金属’矿石’生物体’高分子$只要满足上述定义均可视为纤维
(#) !

虽然可称为纤维的物质很多$但能作为纺织纤维的却很少! 纺织纤维必须足够长%几十毫米以

上&’足够细%直径几十微米左右&’足够柔软’容易挠曲变形而又有一定的强度和弹性! 事实上$纺织

纤维必须具备可纺性和使用性两个条件! 其中可纺性是纤维进行纺织加工的必要条件$是纺织纤维

多种性能的综合效应$主要包括纤维的长度’线密度’卷曲度等表面形态特性和强伸性’模量’静电特

性’摩擦性等物理机械性能! 此外$由于在染整加工中纺织纤维要经受许多化学加工$因此纺织纤维

的耐化学稳定性和良好的染色性也是必要的
(#) !

一!纤维的分类

纺织纤维的种类很多$按照其线状形态$可分为长丝%()-.%+/0&和短纤维%10.2-+$ (-345&*按

照其来源可分为天然纤维%/.06,.-()*+,&和化学纤维%47+%)4.-()*+,&两大类$见图 # 8#!

植物纤维

动物纤维

再生纤维

合成纤维

有机纤维

有机纤维

天然纤维

化学纤维

再生纤维素纤维

无机纤维：玻璃纤维、金属纤维、碳纤维

无机纤维：石棉纤维

纺织纤维

种子纤维：棉、木棉

韧皮纤维：苎麻、亚麻、黄麻、大麻等

叶纤维：剑麻、蕉麻

果实纤维：椰子纤维

毛发纤维：羊毛、兔毛、骆驼毛

丝纤维：桑蚕丝、柞蚕丝

再生蛋白质纤维：大豆纤维、蚕蛹纤维

粘胶纤维、Tencel 纤维
铜氨纤维

醋酯纤维：二醋酯纤维、三醋酯纤维

聚氨基甲酸酯纤维：氨纶

聚氯乙烯纤维：氯纶

聚丙烯纤维：丙纶

聚乙烯醇纤维：维纶

聚丙烯腈纤维：腈纶

聚酰胺纤维：锦纶 6、锦纶 66

聚酯纤维：涤纶、PTT 纤维、PBT 纤维、PPT 纤维

图 ! "!#纺织纤维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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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纤维与纺织品

纺织纤维的使用性能按纺织产品的用途而有不同的要求! 对于服用纺织品%0+90)-+1&$美

观’舒适’安全’耐用是最重要的使用性能$而纺织纤维的吸湿性’回弹性和形态特性以及染色性

同样不可轻视$而且这些性能之间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和影响! 对于装饰用纺织品$要求纺织

纤维具有较高的物理机械性能$以确保尺寸稳定性和耐用性! 对于产业用纺织品$要使用高性

能纤维以满足高强度%7):7 10,+/:07&’高模量%7):7 %3;6-61&’耐热%7+.02,33($ 7+.0,+1)10./4+&’

阻燃性%)/(-.%)/:,+0.,;)/:&’防辐射性%,.;).0)3/ 2,30+40)3/&’耐腐蚀性%,+1)1043,,31)3/&和导电性

%+-+40,)4.-43/;640)<)0=&的要求$以适合于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使用! 不同用途的纺织品对纤维

性能的各种要求详见表 # 8#!

表 ! "!#不同用途的纺织品对纤维性能的要求
"!#

纺 织 品 纤!!维!!性!!能

普通衣料
!弹伸性’弹性’尺寸稳定性’吸湿性’拒水性’透气性’保暖性’隔热性’抗静电性’阻燃性’抗菌性’防虫

性’消防安全性

特殊衣料 !耐光性’耐气候性’耐热性’耐磨性’防水性’防火性’高强度’防辐射性’高模量

装饰用品 !阻燃性’隔热性’隔音性’抗静电性’防霉抗菌性’耐磨性

产业用品
!高强力’高模量’耐高温’耐腐蚀性’耐冲击性’超吸水性’高隔热性’高分离性’轻量化’耐老化性’抗

疲劳性

医疗用品 !生物体适应性’生物吸湿性或分解性’渗透性和选择性

军工用品 !耐热性’防火性’耐磨性’通透性’轻量化’防辐射性’耐气候性’耐化学稳定性

纤维是纺织产品的基本组成物质! 选择不合适的纺织纤维$不仅会给后工序的纺纱%12)/>
/)/:&’织造(包括机织%?+.<)/:&和针织%5/)00)/:&)’染整%;=+)/:./; ()/)17)/:&加工带来困难和

麻烦$而且会使纺织产品的性能劣化$难以满足使用要求$降低使用价值!

纤维与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审美特性和经济性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纤维对纺织

品的使用性能起决定作用! 纺织品的使用性能主要包括物理机械性能%27=1)4.-%.47)/+,=2,32>
+,0=&$如强伸性%10,+/:07 ./; 10,+047 2,32+,0=&’耐磨性%.*,.1)3/ 2,33(&’耐热性以及吸湿性%7=>
:,31432)4)0=&等$化学性能%47+%)4.-2,32+,0=&$如耐酸%.4); 2,33($ .4); ,+1)10./4+&’耐碱%.-5.-)
2,33($ .-5.-),+1)10./4+&’耐氧化剂%39);./02,33($ 39);./0,+1)10./4+&以及耐有机溶剂%3,:./)413->
<+/0,+1)10./4+&等性能! 虽然不同的纱线’织物结构和染整加工对纺织品的使用性能也起一定

的作用$但纤维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表 # 8@ 列出了纤维品质与产品性能的关系! 纤维是影响

其产品审美特性的主要因素! 纺织品的审美特性主要指外观风格%.22+.,./4+10=-+&$包括颜色

%43-3,&’光泽%-610+,&’手感%(++-)/:$ 7./;-+&’悬垂性%;,.2)/:&’蓬松性%(-6((=&和尺寸稳定性

%;)%+/1)3/.-10.*)-)0=&等! 另外$纤维也是影响其产品经济性的重要因素! 纺织品的经济性主

要包括纤维的成本和加工费用$纺织纤维的选择和优化可以直接降低产品成本! 此外$纺织纤

维种类的不断增加$促进了纺织产品的多样化$尤其是近年来合成纤维技术的发展$为纺织产品

在纤维选择上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使产品在品种上千变万化$在形态上千差万别$在功能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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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上各具特色
(# 8A) !

表 ! "$#纤维品质与纺织产品性能的关系
"!#

纤维品质 纺!织!产!品!性!能

细度 !厚度’刚柔性’弹性’抗皱性’透气性’起毛起球性

截面形状 !光泽’覆盖性’保暖性’起毛起球性’手感

长度 !厚度’起毛起球性等

卷曲性 !质量’光泽’弹性’保暖性’透气性

相对密度 !质量’覆盖性

强度 !强度’起毛起球性’耐用性

初始模量 !弹性’尺寸稳定性等

吸湿性 !吸湿透湿性’尺寸稳定性

电性能 !耐磨性’吸污性’起毛起球性

热性能 !保暖性’尺寸稳定性’燃烧性

染色性 !颜色’组成图案可能性

总之$选择纺织纤维应以产品的用途为依据$以其性能为中心$不仅要充分了解纺织纤维的

特性$而且还要掌握纺织纤维与产品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还要考虑所选纤维在产品加

工和使用中的问题
(#) !

三!纺织纤维的性质

!一"长度

长度是衡量纺织纤维长短程度的指标! 纤维的长度对纺织品性能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

纤维越长则制成的纱线和织物品质越优!

纺织纤维的长度是在伸直%不伸长&状态下测量的纤维两端之间的距离! 长度的法定计量

单位是米%%&$对于纤维则常用毫米%%%&! 各种纺织纤维由于品种和来源不同$长度分布是非

常复杂的! 天然纤维的长度受品种和生长条件的影响$其中$蚕丝最长$称之为长丝$可不经纺

纱$直接用于织造! 棉’麻’毛等都被称为短纤维$其中羊毛较长$一般长度在 ’$%%以上$最长

可达 B$$%%! 棉纤维长度较短$细绒棉%()/+810.2-+43003/&一般在 BB%%以下$长绒棉%-3/:8

10.2-+43003/&一般小于 ’$%%$长度超过 ’$%%为超长绒棉!

化学纤维可根据需要$按天然纤维的长度和细度在生产过程中加以调节$所以也有长丝和

短纤维之分! 化学短纤维可以进行纯纺或混纺%4312)//)/:$ *-+/;)/:&$而大量应用的是与天然

纤维或与其他种类化学纤维混纺! 化学纤维的切断长度要根据加工机台型式以及与它混纺的

纤维长度来确定! 与棉混纺的化学纤维长度选用 B’ CBD%%$称为棉型化纤%43003/ 8-)5+

()*+,&!毛纺机台上加工的化学纤维长度与羊毛长度相近$粗梳毛纺为 EA CFE%%$精梳毛纺为

FE C##A%%$称为毛型化纤%?33-8-)5+()*+,&! 也有与绢丝或苎麻混纺的$切断长度更长!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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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棉纺机台或化纤专纺设备加工 ’# CFE%%长度的各种化学纤维%纯纺或混纺&$称为中长纤

维%%); ()*+,&!

!二"细度

表示纤维细度%()/+/+11&单位的有线密度%-)/+.,;+/1)0=&’纤度%1)G+$0)0+,&和支数%436/0&

等$它们都是衡量纺织纤维粗细程度的指标! 线密度’纤度为定长制$其值越大$纤维越粗*支数

为定重制$其值越大$纤维越细!

!%线密度#纤维’纱线单位长度的质量称为线密度$法定单位为特克斯%简称特$符号

0+9&$#0+9H#:I5%! 对于纤维则常用 ;0+9$#;0+9H$J#0+9! 线密度的符号为 K0! 如果 #$$$%纱

线的质量等于 B$:$则纱线的线密度为 B$0+9$可写作 K0HB$0+9$如果 #$$$%纤维的质量等于

$J@:$则纤维的线密度为 @;0+9$可写作 K0H@;0+9!

$%纤度#纤度等于 L$$$%长纤维或纱线的质量克数$单位为旦尼尔%简称旦$符号 ;./ 或

M&! 纤度为非法定计量单位$但在实际生产中化纤和天然丝有时仍以纤度为单位! 纤度的符

号为 !;!

&%支数#纤维’纱线单位质量的长度称为支数! 用得最多的有公制支数和英制支数%棉纺

用&! 公制支数%符号 "%&等于 #5:纤维或纱线的长度千米数$英制支数%符号 "+&等于 # 磅纤

维或纱线的长度的 DA$ 码数! 如果 #5:纱线的长度等于 B$5%$则纱线的公制支数为 B$$可写作

"%HB$ 或 B$ 公支! 如果 # 磅纱线的长度等于 B@ NDA$ 码$则纱线英制支数为 B@$可写作 "+H

B@ 或 B@ 英支!

纤维或纱线越粗$其线密度越大$支数越小*越细则线密度越小$支数越大! 所以粗的纱线

称为粗特纱或低支纱$细的纱线称为细特纱或高支纱!

!三"机械性质

!%强力#纺织纤维拉伸到断裂时所能承受的最大拉伸力称为拉伸断裂强力%*,+.5)/:0+>

/.4)0=&$简称强力$符号为 #*! 强力的法定单位为牛%O&$纺织纤维常用厘牛%4O&表示!

$%强度#强力与纤维截面积之比称为拉伸断裂强度 %*,+.5)/:10,+/:07&$简称强度$符号为

!*! 强度的法定单位为 OI%@%或 P.&$纺织纤维常用 OI%%@%或 QP.&!

&%比强度#强力与线密度之比称为比强度%12+4)()410,+/:07&$符号为 !*0! 比强度的法定

单位为 OI0+9$纺织纤维常用 4OI0+9! 习惯上$有时将比强度也称为强度!

’%断裂伸长率#断裂伸长率%+90+/1)3/ .0*,+.5&是衡量纤维变形能力的指标! 纺织纤维拉

伸到断裂时的伸长量对纤维原有长度的百分率称为断裂伸长率!

(%弹性#纺织纤维及其制品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都要承受外力的作用$并且产生相应的

形变! 当外力去除后$纤维的一部分形变可以回复$而另一部分形变则不会回复! 纤维的弹性

%+-.10)4)0=$ ,+1)-)+/4=&就是指纤维从形变中回复原状的能力!

)%弹性回复率#弹性回复率%+-.10)4,+43<+,=,.0+&是衡量纤维变形回复能力的指标! 纺织

纤维拉伸变形而伸长%未断裂&$除去外力后$纤维因弹性而自然回缩! 回缩量对原伸长量的百

分率称为弹性回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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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纤维的吸湿性

纺织纤维在空气中吸收或放出水蒸气的能力称为吸湿性%7=:,31432)4)0=&! 纤维材料的吸

湿性在纺织品加工生产中十分重要$因为纤维吸湿后会使纤维的性能如静电性能’机械性能’光

学性能等发生变化! 纤维的吸湿作用还与纺织品的染色’整理加工关系密切$对纺织品的尺寸

稳定性也有影响! 纤维的吸湿性也是衣着用纤维的一项重要特性! 它能使穿着者皮肤保持适

当的湿度$并保护人体不受环境突变的影响$所以服装用%特别是内衣&的纺织纤维$吸湿性能

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纺织纤维的吸湿量常以回潮率%%3)106,+,+:.)/&和含水率%,.0+3(?.0+,43/0+/0&表示! 回潮

率是指纺织纤维内所含水分质量占绝对干燥纤维质量的百分率*而含水率是指纺织纤维内所含

水分质量占未经烘燥纤维质量的百分率! 其计算式如下+

$H
%$ 8%

% N#$$R

式中+$,,,回潮率*
%$,,,未经烘燥纤维的质量*
%,,,绝对干燥纤维的质量!

&H
%$ 8%
%$

N#$$R

式中+ &,,,含水率!

由于纤维制品在不同大气状态下具有不同的吸湿性$根据应用场合不同$又有以下几种表

示方法!
!%实际回潮率#实际回潮率%2,.40)4.-%3)106,+,+:.)/&指纤维制品在实际所处环境条件下

具有的回潮率! 实际回潮率只表明纤维的实际含湿情况!
$%标准回潮率#各种纤维及其制品的实际回潮率随温湿度条件而变! 为了比较各种纺织材

料的吸湿能力$需把它们放在统一的标准条件下$一定时间后使它们的回潮率达到一个稳定值$这

时的回潮率称为标准回潮率%10./;.,; %3)106,+,+:.)/&! 试验用标准温湿度条件分为三级$纺织材

料试验一般选用二级标准%温度 @$ST@S$相对湿度 E’RTBR&$而商业仲裁检验一般选用一级

标准%温度 @$ST@S$相对湿度 E’RT@R&! 表 # 8B 为几种常见纤维的标准回潮率!

表 ! "&#几种常见纤维的标准回潮率
"!# $*%

纤维种类 标准回潮率 纤维种类 标准回潮率

原棉 F CD 涤纶 $JA C$J’

细羊毛 #’ C#F 锦纶 E BJ’ C’

桑蚕丝 D CL 锦纶 EE AJ@ CAJ’

苎麻 #@ C#B 腈纶 #J@ C@

普通粘胶纤维 #B C#’ 丙纶 $

富强纤维 #@ C#A 维纶 AJ’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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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定回潮率或商业回潮率#公定回潮率或商业回潮率是为贸易’计价’检验等需要而

定的回潮率$纯属为工作方便而定! 它表示折算公定%商业&质量时加到干燥质量上的水分量

对干燥质量的百分率! 通常公定回潮率%26*-)4+/:.:+; %3)106,+,+:.)/&高于标准回潮率或取

其上限! 各国对公定回潮率的规定并不一致! 我国对几种常见纤维公定回潮率的规定见表

# 8A!

表 ! "’#几种常见纤维的公定回潮率
"!# $*%

纤维种类 公定回潮率 纤维种类 公定回潮率

原棉 ##J# 富强纤维 #B

棉纱 DJ’ 二醋酯纤维 L

羊绒’细羊毛 #’ 三醋酯纤维 F

毛织物 #A 涤纶 $JA

驼毛 #A 锦纶 E AJ’

兔毛 #’ 锦纶 EE AJ’

蚕丝 ## 腈纶 @

苎麻 #@ 丙纶 $

亚麻 #@ 维纶 ’

黄麻’洋麻’大麻 #AJLA 氨纶 #

粘胶纤维 #B 玻璃纤维 @J’

!五"其他性质

!%导热性和保温性#纺织材料的导热性%7+.043/;640)<)0=&越好$则保温性%07+,%.-)/16-.>

0)3/$ 7+.02,+1+,<.0)3/&越差! 纤维集合体中含有空隙和水分$常见纺织纤维的导热性大于静止

空气而小于水$因此$纤维集合体中含有的静止空气越多$则保温性越好!

$%耐热性#纤维在热的作用下$随着温度的升高$强度下降! 人们用纤维受短时间高温作

用$回到常温后强度能基本上或大部分恢复的温度$或纤维随温度升高而强度降低的程度$来表

示纤维的耐热性%7+.0,+1)10./4+$ 7+.02,33(&!

&%化学稳定性#化学稳定性是指纤维对酸’碱’有机溶剂等化学物质所具有的抵抗能力!

’%静电性#纺织纤维的比电阻很高$特别是吸湿能力差的合成纤维比电阻更高$导电能力

差! 因此$纤维在纺织加工和使用过程中相互摩擦或与其他材料摩擦时产生的静电荷不易逸散

而积累$造成静电现象%10.0)427+/3%+/3/&! 纺织纤维所带的静电如果处理不当$会带来很大的

危害$既会妨碍生产的顺利进行$又会影响制品的质量’性能和使用效果!

(%耐光性#纺织纤维在使用过程中$因受日光的照射$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裂解$使纤维的

强度和耐用性下降$并会造成变色等外观变化$以致丧失使用价值! 纺织纤维在日光照射下$抵

抗其性质变化的性能$称为纤维的耐光性%-):702+,%./+/4=$ -):7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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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纺织纤维的结构特征

纤维虽然纤细$但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它是由许多更小的"纤维#%原纤&所构成的!

各种纤维的性能各不相同$千差万别$这是由其结构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所谓结构$就是指纤维

的各组成部分的构成’在空间的几何排列位置及尺寸$包括纤维的大分子结构’聚集态结构和形

态结构等
(#$’) !

一!纤维大分子的分子链结构

组成纤维的基本单元是高聚物大分子! 高聚物%7):7 23-=%+,&即高分子聚合物$是分子中

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原子’原子团$彼此以共价键相互结合而成的物质! 这类物质都具有庞大

的分 子 结 构$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很 大$ 故 又 称 大 分 子 %%.4,3%3-+46-+&! 对 于 聚 氯 乙 烯

UV@! ""UV
##
U-

$这样的高聚物$括号内的化学结构称为结构单元%10,6406,.-+-+%+/0&$由于聚氯乙

烯分子链可以看成为结构单元的多次重复构成$因此括号内的化学结构也可称为重复单元%,+>

2+.0)/:6/)0&或链节%47.)/ +-+%+/0&! "’#代表重复单元的数目$称为聚合度%;+:,++3(23-=%+,)>

G.0)3/$ MP&! 合成高分子物的起始原料叫单体%%3/3%+,&! 聚氯乙烯是由氯乙烯合成的$因此

氯乙烯是聚氯乙烯的单体
(#$E) !

纤维大分子的结构形式大多是线型的! 线型大分子的各个单键可以围绕着相邻的单键转

动$因而大分子具有柔性! 如果主链上化学键的弹性好’侧基比较小’主链周围侧基比较均衡

%对称&’侧基之间结合力比较小$从而使单键较易绕主链旋转$大分子链的伸直和弯曲就比较

容易$也就是大分子链比较"柔软#*反之$则大分子链就比较"僵硬#! 这种特性叫大分子的柔

性或称柔顺性! 大分子柔顺性好的纤维$一般弹性较好$比较容易变形$结构不易堆砌得十分密

实*而大分子柔顺性不好的纤维$一般弹性较差$变形较小$在结构堆砌很整齐时可能比较

密实
(#$’$E) !

二!纤维大分子的聚集态结构

纤维大分子之间主要依靠范德华力’氢键’共价键和盐式键的作用互相联系$形成各种聚集

状态%排列形态&$从而组成纤维! 大分子间的结合力强$所组成纤维的强度就高! 纤维性质和

纤维中大分子的聚集态结构%.::,+:.0)3/ 10,6406,+&有着密切关系! 在纤维中$大分子部分链段

集结在某些区域呈现伸直的’有规则的’整齐排列的状态$称结晶态%4,=10.-10.0+&$纤维中呈结

晶态的区域叫结晶区%4,=10.--)/+,+:)3/&! 在结晶区中$由于纤维大分子排列比较整齐密实$缝

隙孔洞较少$大分子之间互相接近的基团结合力互相饱和$因而纤维的吸湿较困难$强度较高$

变形较小! 在结晶区以外$另一部分大分子链段并不伸直$而是随机弯曲着$排列成无规则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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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叫非晶态或无定形态$纤维呈无定形态的区域叫无定形区! 在无定形区中$大分子排列比

较紊乱$堆砌比较疏松$有较多的缝隙和孔洞$密度较低$易于吸湿’染色$并表现出强度低和易

变形的特点
(#$’) !

在整根纤维中$结晶区与无定形区交叉相间$一个纤维大分子可以贯穿许多结晶区和无定形

区! 纤维中结晶区所占的比例称为结晶度%;+:,++3(4,=10.--)/)0=&$是指纤维中结晶区的质量%体

积&占纤维总质量%总体积&的百分数! 结晶度高的纤维具有吸湿少’强度高’变形小的特点!

在纺织纤维中$大部分大分子的排列方向%或大分子链段的排列方向&是和纤维轴线方向

一致的$少部分出现了不一致现象! 大分子排列方向与纤维轴平行一致的程度叫取向度$用各

个大分子与纤维轴向的平均交角%倾斜角&来度量! 纤维中大分子取向度较高时$纤维的拉伸

强度一般较高$伸长能力较小!

三!纤维的形态结构

形态结构%%3,273-3:)4.-10,6406,+&是指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能观察辨认的具体结构$

其尺寸随着测试手段的发展不断变小! 形态结构又分微观形态结构和宏观形态结构! 微观形

态结构是指电子显微镜能观察到的结构$如微孔和裂缝等! 宏观形态结构是指光学显微镜能观

察到的结构$如纤维外观和截面形态等! 有的纤维表面呈鳞片状’竹节状$有的呈条筋状’沟槽

状$还有的呈平滑状! 有的纤维截面呈圆形$有的呈腰圆形’三角形$还有的呈中空形等! 形态

结构因纤维而异$对纤维的力学性质’光泽’手感’吸湿性’保暖性等均有影响
(# 8A) !

四!纤维的结构层次
"#&’#

从原子出发$大多数纤维的构成顺序是+原子构成了基本链节$基本链节构成了纤维大分

子$经过多次演化又构成了各级原纤$最后构成了纤维! 纤维大分子演化的各级原纤结构包

括基原纤’微原纤’原纤和巨原纤! 若干个大分子构成了基原纤$基原纤呈结晶态结构! 若干

个基原纤构成了微原纤$微原纤基本上呈结晶态结构! 若干个微原纤构成了原纤$若干个原

纤又构成了巨原纤$巨原纤构成了纤维! 纤维构成一般是这六个层次$但并非所有纤维都是

六个层次$有的由基原纤直接就构成了纤维! 纤维的结构层次越多$纤维结构就越疏松柔软’

吸湿性越好!

另外$纤维是高分子聚合物$由许许多多高分子链聚集而成$因而其结构也可从两方面加以

考察+一是分子内结构%)/0,.810,6406,+&! 它主要研究单个分子链中原子或基团的几何排列$即

高分子的链结构$又称一级结构%2,)%.,=10,6406,+&! 纤维大分子链结构包含一次结构%或称近

程结构$173,08,./:+10,6406,+&和二次结构%或称远程结构$-3/:;)10./4+10,6406,+&两个层次! 另

一是分子间结构%)/0+,810,6406,+&! 它主要研究单位体积内许多分子链之间的几何排列$即纤

维大分子的聚集态结构%.::,+:.0)3/ 10,6406,+&$或称超分子结构%162+,%3-+46-.,10,6406,+&$又称

二级结构%1+43/;.,=10,6406,+&$它包括三次结构和高次结构!

纤维大分子的一次结构包含纤维大分子的组成和构型%43/():6,.0)3/&两个方面! 其研究

限于一个大分子内一个结构单元或几个结构单元间的化学结构和立体化学结构$所以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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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程结构%或化学结构&! 纤维大分子的二次结构研究的是整个分子的大小和在空间的

形态$即构象%43/(3,%.0)3/&! 纤维大分子的聚集态结构%或二级结构&$是指具有一定构象

的纤维大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或氢键的作用$聚集成一定规则排列的纤维大分子聚集体结

构! 其结构形态有无规线团胶团’线团交缠结构’缨状胶束’折叠链晶体’双重螺旋结构等!

纤维大分子的聚集态结构体现的是材料整体的内部结构$也是决定其制品使用性能的主要

因素!

第三节!纤维素纤维

纤维素纤维是指其基本组成物质是纤维素的一类纤维$其中棉%43003/&’麻%*.10()*+,./;
-+.(()*+,$ -3/:<+:+0.*-+()*+,&等属于天然纤维素纤维%/.06,.-4+--6-31)4()*+,&*粘胶纤维%<)1431+
()*+,&’醋酯纤维%4+--6-31+.4+0.0+()*+,&和铜氨纤维%462,.%%3/)6%()*+,&等是以天然纤维素为

原料$经一系列化学及物理’机械加工而制成的再生纤维素纤维%,+:+/+,.0+; 4+--6-31)4()*+,&$属

化学纤维%47+%)4.-()*+,&的范畴
(#) !

一!纤维素大分子的分子链结构
"#&F&D#

棉’麻和粘胶纤维的基本组成物质都是纤维素! 纤维素是天然高分子物$它的元素组成为

U’V’W! 将纤维素进行完全水解$其最终产物是葡萄糖$所以纤维素大分子可以看作是由许多

葡萄糖分子脱水缩合而成的线型大分子!

纤维素的分子式可写作%UEV#$W’& ’$式中 ’ 为葡萄糖基数目$称为聚合度! ’ 的数值因试

样来源’处理方法’测定方法等不同而有很大差别! 但用同一方法$在同一条件下取得的测试数

据$还是可以进行相对比较的! 在一般实验室$特别是在印染厂中$主要是测定纤维素的铜氨或

铜乙二胺溶液黏度$然后换算成聚合度! 根据铜氨溶液黏度法测定的结果$天然纤维素纤维$如

棉’麻等的聚合度都在 @$$$ 以上!

纤维素大分子是由 " 8M8葡萄糖剩基彼此以 #$A 8苷键联结而成的$其结构式可表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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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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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中左端葡萄糖剩基上的数字表示碳原子的位置! 纤维素大分子的化学结构具有如

下特点+
%#&纤维素大分子的基本结构单元是 " 8M8葡萄糖剩基$各剩基之间以 #$A 8苷键相联

结$相邻两个剩基相互扭转 #D$X$大分子的对称性良好$结构规整$因此具有较高的结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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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大分子中的每一个葡萄糖剩基%不包括两端&上$有 B 个自由羟基$其中 @$B 位

碳原子%U@$UB&上接两个仲醇基$E 位碳原子%UE&上接一个伯醇基$它们都具有一般醇羟基

的特性!

%B&纤维素大分子的两个末端基的性质是不同的! 在一端的葡萄糖基第 # 个碳原子%U#&

上存在一个苷羟基$当葡萄糖环结构变成开链式时$此羟基即变为醛基$如下所示$而具有还原

性$因此苷羟基具有潜在的还原性$又有隐性醛基之称!

"" ""##W
##
V

UV@
##

WV

##
V
""""W

##
WV

##""""
V

##
V

##
WV

##
WV

## %&’’
V "" ""##W

##
V

UV@
##

WV

##
V
""""WV

##
WV

##""""
V

##
V

##
WV

U((
W

V

另一端的末端基的第 A 个碳原子%UA&上存在仲醇羟基$它不具有还原性! 对整个纤维素大分

子来说$一端存在有还原性的隐性醛基$另一端没有$所以整个大分子具有极性并呈现出方

向性!

二!纤维素大分子的聚集态结构
"#&F&D#

如上所述$纤维素由葡萄糖剩基构成$属 " 8M8葡萄糖构型! 纤维素的 M8吡喃式葡萄糖

基的构象为椅式构象!

纤维素是一种由结晶区和无定形区交错结合的体系$从结晶区到无定形区是逐步过渡的$

无明显界限$一个纤维素分子链可以经过若干结晶区和无定形区! 在纤维素的结晶区旁边存在

相当的空隙$一般大小为 #$$ C#$$$/%! 纤维素的 Y射线衍射图像并非是完全模糊不清的阴

影$也不是明暗相间的同心圆$而是既有模糊阴影$又有干涉弧或点存在! 这说明天然纤维素纤

维并不是完全无定形的$而是有晶体存在! 晶体长轴虽不完全与纤维轴平行$但也不是完全杂

乱无序的$而是有一定的取向度! 测定纤维素纤维的结晶度有各种方法$所得结果不完全相同!

通常认为天然棉纤维的结晶度约为 F$R$麻纤维的结晶度高达 L$R!

天然纤维素为纤维素 Z$其结晶单元属单斜晶体$即具有 B 条不同长度的轴和一个 DA3
的夹

角! 纤维素的晶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成各种晶格变体$各种晶格变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

互转变! 除了纤维素 Z外$还有纤维素"’纤维素#’纤维素$’纤维素 Y! 从纤维素 Z转变成纤

维素"要经过 O.,纤维素 Z的形式*从纤维素 Z转化为纤维素#还要经过 OVB,纤维素 Z的形

式! 纤维素 Z’纤维素 ZZ’纤维素 ZZZ的晶胞参数见表 # 8’!

表 ! "(#各种纤维素的晶胞参数
"!#

纤维素类型 晶!胞!参!数 存在于何处

纤维素 Z ( H$JDB’/%$)H#J$B/%$*H$JFL/%$" HDAX 天然纤维素

纤维素 ZZ ( H$JD#A/%$)H#J$B/%$*H$JL#A/%$" HE@X 丝光棉纤维和再生纤维

纤维素 ZZZ ( H$JFFA/%$)H#J$B/%$*H$JLL/%$" H’DX 氨作用的棉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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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纤维素聚集态结构模型
"!#

纤维素纤维的聚集态结构是十分复杂的$缨状胶束%也称缨状微胞&模型%(,)/:+; %)4+--+
%3;+-&和缨状原纤模型%(,)/:+; ()*,)-%3;+-&理论是目前大多数采用的结构观点! 随着高分子

物结构理论研究的进展$又发展了纤维素折叠链结构及缺陷晶态结构等理论!

缨状胶束模型和缨状原纤模型理论都认为$在纤维素的结构中包含着结晶部分和无定形部

分%两相结构&$两者没有严格的界面! 无定形部分是由结晶部分延伸出来的分子链构成的$结

晶部分和无定形部分是由分子链贯穿在一起的!

缨状胶束模型理论认为$在两相共存的体系中$由于结晶区和无定形区没有严格的界面$其

间必然存在着有序程度逐渐过渡的区域! 纤维素分子链是以伸展状态按一定方向排列的$由低

序区域向较高序区域过渡! 因此分子链可通过几个整列区域和非整列区域$形成纤维的结晶区

和无定形区! 纤维素的缨状胶束结构模型如图 # 8@ 所示! 有人则认为结晶部分是由折叠链构

成的$提出了修正的缨状胶束模型%%3;)()+; (,)/:+; %)4+--+%3;+-&$如图 # 8B 所示!

图 # 8@!缨状胶束结构模型%阴影部分表示结晶区&

图 # 8B!修正的缨状胶束结构模型

缨状原纤模型理论是在缨状胶束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为在实验中$通过一般光

学显微镜就可以直接观察到棉纤维中较粗大的原纤组织$通过电子显微镜还能观察到棉纤维中

的微原纤组织! 该理论认为$Y衍射确定的结晶区就是电镜中观察到的微原纤! 微原纤整齐排

列形成原纤! 原纤中也有少数大分子’分支出去组成其他原纤$成为连续的网状组织! 原纤之

间是由一些大分子联结起来形成的无定形区! 缨状原纤结构模型如图 # 8A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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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A!缨状原纤结构模型

缨状胶束理论和缨状原纤理论的区别在于+缨状胶束概念具有较短的结晶区$而缨状原纤

概念具有长的结晶区*缨状原纤中纤维大分子排列比缨状胶束更紧密而有序! 两者的关系可视

作互为极限情况$即微胞扩大到一定程度可视作原纤$而原纤缩小到一定程度又可视作微胞!

原纤理论认为纤维的结构具有较高的连续性$适用于解释结晶度较高的天然纤维素纤维的机械

性能$由于发现这些纤维都有原纤结构$而微胞理论至今对结晶度较低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结

构仍能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在普通粘胶纤维中就很少有原纤结构特征!

缨状原纤有抵抗纤维延伸的能力$而缨状胶束的形式则容易延伸! 因此用这两种结构模型

可以解释天然纤维素纤维与普通粘胶纤维之间强度’延伸度及应力,应变曲线等的差别!

四!天然纤维素纤维
"#&E 8D#

!一"棉纤维

!%棉花的种类#棉花在植物学上属锦葵科棉属$按栽培种主要有陆地棉’海岛棉’亚洲棉

%中棉&和非洲棉%草棉或小棉&! 按照纤维的长短粗细$结合棉花的栽培种$可分为长绒棉’细

绒棉和粗绒棉三大类!

细绒棉是指陆地棉各品种的棉花$纤维细长! 细绒棉占世界棉纤维总产量的 D’R$我国种

植的棉花大多为细绒棉! 可用于纺制 LF CLJF0+9%E CE$ 英支&的细纱! 长绒棉是指海岛棉各

品种的棉花和海陆杂交棉$纤维特长$细而柔软$品质优良$是生产 #$0+9以下棉纱的原料! 但

我国只有新疆等部分地区种植$总产量还较少! 长绒棉又可分为中长绒棉和特长绒棉! 中长绒

棉是指长度在 BB CB’%%的长绒棉$品级较高的中长绒棉可用于纺制轮胎帘子线’LJF CFJB0+9

%E$ CD$ 英支&精梳纱’精梳缝纫线等纱线! 特长绒棉是指纤维长度在 B’%%以上的长绒棉$通

常用于纺制 FJB CAJL0+9%D$ C#@$ 英支&精梳纱’精梳宝塔线等高档纱线! 粗绒棉是指中棉和

草棉各品种的棉花$纤维粗短富有弹性! 此类棉纤维因长度短’纤维粗硬$使用价值和单位产量

较低$在国内已基本淘汰$世界上也没有商品棉生产!

$%棉纤维的形态结构#

%#&棉纤维的纵向形态! 棉%以下讨论中未特别说明均指白棉&纤维是细而长的中空物体$

一端封闭$另一端开口%长在棉籽上&$中间稍粗$两头较细$呈纺锤形! 正常成熟的棉纤维$纵

向外观上具有天然转曲$即棉纤维纵面呈不规则的$而且沿纤维长度方向不断改变转向的螺旋

形扭曲! 天然转曲是棉纤维所特有的纵向形态特征$在纤维鉴别中$可以利用天然转曲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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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将棉纤维与其他纤维区别开来! 天然转曲一般以棉纤维单位长度%4%&上扭转半周%#D$X&的

个数来表示! 细绒棉的转曲数约为 BL CE’ 个I4%$长绒棉约为 D$ C#@$ 个I4%! 正常成熟的棉

纤维转曲在纤维中部较多$梢部最少*成熟度低的棉纤维$则纵向呈薄带状$几乎没有转曲*成熟

度过高的棉纤维外观呈棒状$转曲也少! 天然转曲使棉纤维具有一定的抱合力$有利于纺纱工

艺过程的正常进行和成纱质量的提高! 但转曲反向次数多的棉纤维强度较低!
%@&棉纤维的截面结构! 棉纤维的截面呈不规则的腰圆形$有中腔! 棉纤维的横截面由许

多同心层所组成$主要有初生胞壁%2,)%.,=?.--&’次生胞壁%1+43/;.,=?.--&和中腔%-6%+/&三

部分$如图 # 8’ 所示! 初生胞壁是棉纤维的外层$即棉纤维在伸长期形成的纤维细胞的初生部

果胶质

蜡质 表皮层

初生胞壁

20° ～ 35°

S1

S3 S2

20° ～ 30°

转折

图 # 8’!棉纤维形态结构模型
(D)

分! 初生胞壁的外皮是一层极薄的蜡质与果胶$表面

有细丝状皱纹! 次生胞壁是棉纤维加厚期淀积纤维素

形成的部分$是棉纤维的主要构成部分$几乎全为纤维

素组成! 次生胞壁决定了棉纤维的主要物理机械性

质! 在次生胞壁中又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外层

%[#&’中心区域%[@&’内层%[B&! [# 为一薄层次生胞

壁$厚度不到$J#!%$由微原纤堆砌而成*[#下面是另一

层次生胞壁 [@$厚约 # CA!%*[@ 下面是另一层次生胞

壁 [B$厚度也不到 $J#!%! 中腔是棉纤维生长停止后

遗留下来的内部空隙! 中腔内留有少数原生质和细胞

核残余物$对棉纤维本色有影响! 随着棉纤维成熟度

不同$中腔宽度会有差异! 成熟度越高$中腔越小!

%B&棉纤维的组成物质! 棉纤维的组成物质见表 # 8E! 从表中可以看出$棉纤维的主要组

成物质是纤维素$占 LAR左右$其余为纤维素共生物!

表 ! ")#白棉和彩色棉纤维的化学组成$*%

成!分 白!棉 绿!棉 棕!棉

纤维素 LAJ$ DLJD LBJA

蜡状物质 $JE AJB BJ@

含氮物质 #JB @JL @JA

果胶物质 $JL $J’ $JA

灰分 #J@ #JD #JL

木质素 , LJB EJA

!!注!表中只列出主要成分!

棉纤维中所含的共生物$如蜡状物质和果胶物质对纤维有保护作用$能减轻外界条件对次

生胞壁的损害$在纺纱过程中蜡状物质还能起润滑作用$是棉纤维具有良好纺纱性能的原因之

一! 但这些共生物的存在却影响棉纤维的润湿性和染色性$所以除个别品种%如起绒织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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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一定量的蜡状物质外$一般织物在染整加工开始时$就要通过前处理使纤维素共生物从织

物上去除!
BJ纤维素纤维的性质

!#"F"D#

%#&物理性质!

%吸湿性! 棉纤维的羟基对极性溶剂和溶液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干的棉纤维置于大气中$

很容易吸收水分$它的回潮率达 DR! 在纤维素的无定形区$链分子中的羟基只是部分形成氢

键$还有部分羟基仍是游离羟基! 由于羟基是极性基团$易于吸附极性的水分子$并与吸附的水

分子形成氢键结合$这就是纤维素吸附水的内在原因!

&溶胀与溶解! 固体吸收溶胀剂后$其体积变大但不失其表观均匀性$分子间的内聚力减

少$固体变软$这种现象称为溶胀%润胀&%1?+--)/:&! 纤维素纤维的溶胀可分为有限溶胀和无限

溶胀! 纤维素纤维溶胀时直径增大的百分率称为溶胀度! 影响溶胀度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溶胀

剂种类’浓度’温度和纤维素纤维的种类等!

纤维素溶解分两步进行+首先是溶胀阶段$快速运动的溶剂分子扩散进入溶质中$在纤维素

无限溶胀时即出现溶解$此时原来纤维素的 Y衍射图消失$不再出现新的 Y衍射图!
%@&化学性质! 从纤维素的化学结构来看$它至少可能进行下列两种类型的化学反应+第

一类是纤维素大分子的降解反应! 由于苷键的存在$使得纤维素大分子对水解作用的稳定性降

低! 在酸或高温下与水作用$可使苷键破裂$纤维素大分子降解! 另外$纤维素在受到各种化

学’物理’机械和光等作用时$分子链中的苷键或其他共价键都有可能受到破坏$并导致聚合度

降低!

第二类是葡萄糖剩基上自由羟基的化学反应! 由于纤维素大分子的每个葡萄糖环上存在

三个醇羟基! 这些羟基可能发生氧化’酯化’醚化’接枝等反应! 当然$这些羟基的反应能力是

不同的!

%碱的作用! 纤维素对碱是相当稳定的$但当棉纤维上有碱存在时$空气中的氧对纤维素

能发生强烈的氧化作用$这时碱起着催化作用! 因此在染整加工中$应避免让带碱的棉织物长

时间与空气接触$以防纤维受损伤!

一般情况下$稀烧碱溶液%LR以下&能使棉纤维发生可逆的溶胀$浓烧碱溶液%LR以上&能

使棉纤维发生剧烈的溶胀$截面积增加$纵向收缩! 这种溶胀是不可逆的! 常温下$在对织物施

加张力的条件下$以浓烧碱溶液%#DR C@AR&处理棉织物$然后洗除布上的碱液$从而改善棉

纤维的性能$这一过程在染整工艺中称为丝光! 经丝光后纤维的吸附能力和化学反应活泼性提

高$织物的光泽’强度和尺寸稳定性也得到改善! 这些性能的变化$主要与纤维聚集态结构的变

化密切相关! 天然纤维素即纤维素 Z$当它与浓碱作用后生成碱纤维素$碱纤维素经水洗去碱

后$生成水合纤维素$也称纤维素 ZZ!

在染整加工中$使用液态氨处理棉’麻等天然纤维素纤维的制品$以改善其性能的工艺$称

为液氨处理!

&铜氨氢氧化物的作用! 氢氧化铜与氨或胺的配位化合物如铜氨溶液%462,.%%3/)6%13>
-60)3/&或铜乙二胺溶液%462,)8+07=-+/+;).%)/+13-60)3/&能使纤维素直接溶解! 铜氨氢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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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和浓度不同$纤维素可以发生不同的微晶间溶胀$即有限的微晶内溶胀和无限的微晶内

溶胀%溶解&!

一般认为$纤维素中能与铜氨溶液或铜乙二胺溶液起反应的羟基是 @$B 位碳原子上的羟

基! 在进行上述反应时$常用"#值#表示化学反应进行的程度! 值%#<.-6+$#/6%*+,&是指每

#$$ 个葡萄糖剩基中起反应的羟基数目! 显然$#值最大为 B$$$最小为 $! 纤维素在铜氨溶液

中的溶解度取决于所形成的纤维素铜氨化合物的 #值及纤维素本身的聚合度!

’酸的作用! 纤维素大分子的苷键对酸的稳定性很低$在适当的氢离子浓度’温度和时间

条件下$发生水解降解$使相邻两葡萄糖单体间苷键发生如下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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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反应中$氢离子起催化作用$显然它的浓度是影响水解反应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氢离

子浓度并不因反应程度的加深而降低$如果其他条件没有变化$水解反应将继续进行下去! 水

解反应使纤维素大分子中的 #$A 8苷键断裂$在苷键的断裂处形成两个羟基$其中一个是自由

羟基$无还原性*另一个是半缩醛羟基$可以转变成醛基$具有还原性!

通常把经过酸作用而受到一定程度水解后的纤维素称为水解纤维素! 显然它不是一个均

一的化合物$而是不同聚合度水解产物的混合物! 与天然纤维素相比$水解纤维素的化学组成

没有明显变化$但聚合度下降$醛基含量增加! 此外$水解纤维素在碱溶液中的溶解度增加$机

械性能下降$如强度和延伸度降低! 其损伤程度可通过聚合度和还原性能的测定来判断! 在印

染厂多采用铜氨溶液测定纤维素的聚合度$并采用"铜值#和"碘值#表示纤维素还原性能的大

小! 铜值%4322+,/6%*+,$ 4322+,<.-6+&是指 #$$:干燥纤维素能使二价铜还原成一价铜的克

数! 碘值%)3;)/+/6%*+,$ )3;)/+<.-6+&是指 #:干燥纤维素能还原 $J$’%3-I]Z@溶液的毫升数!

(氧化剂的作用! 纤维素对氧化剂是不稳定的$一些氧化剂能使纤维素发生严重降解! 但

在漂白及染色等染整加工过程中$常需要用氧化剂处理纤维或纤维制品$这时只要选择适当的

氧化剂$并严格控制工艺条件$就能够将纤维的损伤降到最低限度!

氧化剂对纤维素的氧化作用主要发生在纤维素葡萄糖基环的 U@’UB’UE位的 B 个羟基和

大分子末端 U#的潜在醛基上! 根据不同条件相应生成醛基’酮基或羧基%具体化学结构式见

图 # 8E&!

当氧化剂与纤维素作用时$某些氧化剂的氧化作用是有选择性的$例如二氧化氮主要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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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E!纤维素氧化反应的各种结构

纤维素大分子上的伯醇基氧化成羧基$生成物称为一羧基纤维素%6/)84.,*39=-4+--6-31+&$而高

碘酸能使纤维素大分子上的仲醇基氧化成两个醛基$并使环破裂$生成物称为二醛基纤维素

%;).-;+7=;+4+--6-31+&! 但在实际生产中使用的氧化剂对纤维素的氧化作用非常复杂$多属于

非选择性氧化!

纤维素经氧化作用后$生成各种氧化产物的混合物称为氧化纤维素! 氧化纤维素是不均一

的化合物$它的结构和性质与原来的纤维素不同$随氧化剂及氧化条件不同$其组成也不相同!

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羟基的被氧化$纤维素的聚合度也同时下降$这种现象称为氧化降解

%39);.0)3/;+:,.;.0)3/&! 若氧化产物中醛基含量高$还原性强$这种产物称为还原性氧化纤维素

%;)139);.0)3/ 7=;,39=4+--6-31+&$其醛基含量可用铜值表示!

纤维素在其基团被氧化的同时$还可能发生分子链的断裂! 纤维素受到氧化时$分别在

U@’UB’UE位或在 U@’UB位同时形成羰基$具有羰基的纤维素称为氧化纤维素!

在某种条件下$如果纤维素只发生基团的氧化和葡萄糖剩基的破裂$并未发生分子链的断

裂$这时纤维的强度变化不大$而纤维素铜氨溶液的黏度却显著下降$这种现象称为纤维素受到

潜在损伤%-.0+/4=;.%.:+&! 受到潜在损伤的纤维素若经碱液处理$其强度会发生大幅度降低!

其原因是在碱处理过程中$因发生 " 8分裂而使纤维素的聚合度下降!

为了判断纤维在漂白过程中受到损伤的程度$通常可测定纤维制品的强度$这是一种简单

易行的方法$但它不能反映纤维所受到的全部损伤情况! 如果测定氧化前后纤维素铜氨溶液黏

度的变化$就能比较全面地反映问题! 因为具有潜在损伤的纤维素在溶解于铜氨溶液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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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发生 " 8分裂$能更准确地反映出纤维素受损伤的程度!

)热的作用! 热对纤维素的作用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纤维的热裂解温度以

下$纯粹是由于温度升高$大分子链段热运动增强$分子间作用力减弱$引起纤维强度降低$当温

度降低后其机械性质仍可复原$这种抗热性能称为纤维的耐热性! 第二种是在纤维的热裂解温

度以上$由于高温下的热裂解作用而使纤维的聚合度降低$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高温下的

氧化及水解作用! 由此而导致纤维性质的变化$在温度降低后是不能复原的$这种抗热性能称

为纤维的热稳定性!

一般而言$棉纤维的抗热性能较好! #$$S以下$纤维素稳定*#A$S加热 A7$纤维素不发生

显著变化*加热至 #A$S以上$纤维素中葡萄糖基开始脱水$出现聚合度降低$羰基和羧基增加

等化学变化*温度超过 #D$S$纤维热裂解逐渐增加*温度超过 @’$3U$纤维素结构中糖苷键开始

断裂$一些 U,W键和 U,U键也开始断裂$并产生一些新的产物和低相对分子质量的挥发性化

合物! 当温度超过 A$$S时$纤维素结构的残余部分进行芳环化$并逐渐炭化形成石墨结构!

在高温条件下纤维素的热降解过程$质量损失较大$当加热到 BF$S时$质量损失达 A$R C
E$R$结晶区受到破坏$聚合度下降!

*光的作用! 纤维制品在使用过程中$因光线照射而引起的破坏作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光

照对于化学键的直接破坏作用$它与氧的存在与否并无关系$称为光解作用*另一种是由于光敏物

质的存在$而且必须在氧及水分同时存在时才能使纤维破坏$这种光化学作用称为光敏作用!
.J光解作用%27303-=1)1&! 纤维素大分子中的 U,U键或 U,W键的键能约为 BB’ CBFF5 Î

%3-$波长为 BA$/%或更短的紫外光所具有的能量可直接使纤维素发生光降解! 实验证明$在

上述波长范围的紫外光照射下$无论是在惰性气体%O+’V+&中$还是在氧中$纤维素的破坏程度

是相同的$因此光解作用与氧的存在无关!
*J光敏作用%273031+/1)0)G.0)3/&! 波长大于 BA$/%的光线虽不能直接引起纤维素的降解$

但当纤维素中含有某些染料或 K)W@’_/W等化合物时$它们能吸收近紫外光和可见光! 有人认

为$当这些光敏物质吸收了光的能量后$分子被激发并将能量转给周围空气中的氧$氧被活化成

臭氧! 在有水蒸气存在时$活化氧还能与水蒸气反应形成过氧化氢! 而活性氧和过氧化氢就能

促使纤维素氧化降解! 由此可见$光敏作用对纤维素的破坏$决定于敏化剂’氧和水三个因素$

某些还原染料及硫化染料和 K)W@’_/W等都是光敏物质! 实际上纤维素因光线照射而破坏$主

要是由于光敏作用而引起的!
!二"天然彩色棉

#L$

!%彩色棉的化学组成#天然彩色棉%43-3,+; 43003/&的纤维素含量%表 # 8E&比白棉低$绿

棉为 DLJDR$棕棉 LBJAR$共生物蜡状物质’灰分’果胶和蛋白质中$除果胶含量比白棉低$其他

均高于白棉! 白棉木质素含量很低$而绿棉含木质素 LJBR$棕棉含 EJAR$对同种色泽而言$木

质素含量越高颜色越深! 彩色棉的化学结构与棉相同$结晶结构也与白棉一样$为纤维素 Z!
$%彩色棉的形态结构#彩色棉的形态结构与白棉相似! 绿棉的横截面积小于白棉$次生

胞壁比白棉薄很多$胞腔远远大于白棉$呈 ‘形! 棕棉的横截面与白棉相似$呈腰圆形$次生胞

壁和横截面积比绿棉丰满$但胞腔大于白棉! 彩色棉纤维的纵向与白棉一样$为细长不规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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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扁平状态$中部较粗$根部稍细于中部$梢部更细! 成熟度好的纤维纵向呈卷曲的带状$且

卷曲数较多*成熟度较低的纤维呈薄带状$且卷曲数较少!
&%彩色棉的物理性能#与白棉相比$彩色棉的长度较短$强度较低$整齐度较差$短绒含量

较高$纺纱性能不如白棉!
’%彩色棉的色泽#彩色棉色泽主要分布在纤维的次生胞壁内$靠近胞腔部位! 色彩的透

明度较差$色泽不十分鲜艳! 目前彩色棉主要色泽是棕色’绿色和褐色三大系列色彩$并存在变

色’褪色’掉色’沾色等问题! 此外$天然彩色棉日晒牢度较差$而且经过碱和生物酶处理后$色

牢度特别是日晒色牢度比未处理的更差! 天然彩色棉在加工中颜色一旦受损$则难以补救! 在

加工中比白棉要求更高’更严格$许多工艺还在探索中!
!三"麻纤维

韧皮纤维%*.10()*+,&是一年生或多年生的双子叶植物的韧皮中取得的纤维$因在麻纤维中

较为柔软所以也称为软质纤维! 这类纤维的种类繁多$纺织行业使用较多$其主要产品有苎麻

%,.%)+&’亚麻%(-.9$ -)/+/&’黄麻%a60+&’洋麻%.%*.,=&%红麻’橙麻&’大麻%7+%2&等! 其中苎麻

纤维的长度较长$品质优良$可单纤维纺纱! 其他麻纤维长度较短$一般采用工艺纤维%束纤

维&纺纱! 苎麻和亚麻是良好的夏用织物和装饰用织物原料$也是加工抽绣工艺品%如窗帘’台

布’餐巾’头巾等纺织制品&的理想原料$也可加工成帆布’水龙带’缝纫线’服装的衬料等!

黄麻’洋麻’大麻’苘麻等纤维比苎麻和亚麻粗$所以适宜作包装用布’麻袋’绳索’地毯底布

等! 由于麻织物的吸湿’透气性好$也是理想的食品包装用品!

叶纤维是从植物的叶子上提取出来的维管束纤维$因这类纤维较粗硬所以也称为硬质纤

维! 具有经济和实用价值的有剑麻和蕉麻! 工艺纤维长度较长$强力高$伸长小$耐海水浸蚀$

不易霉变$适宜于制作缆绳以及织造包装用织物’粗麻袋’地毯布等产品!
!%麻纤维的主要化学组成#和棉纤维一样$麻纤维主要成分是纤维素$除纤维素外还含有

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水溶性物质’脂蜡质’灰分等物质! 常见麻纤维的化学组成见表 # 8F!

表 ! "+#麻纤维的化学组成$*%

组!成 苎!麻 亚!麻 黄!麻 洋!麻 大!麻 苘!麻 蕉!麻 剑!麻

纤维素 E’ CF’ F$ CD$ EA CEF F$ CFE D’JA EEJ# F$J@ FBJ#

半纤维素 #A C#E #@ C#’ #E C#L #B C#L , , @#JD #BJB

木质素 $JD C#J’ @J’ C’ ## C#’ #B C@$
#$JA

包括蛋白质
#B C@$ ’JF ##J$

果!胶 A C’ #JA C’JF #J# C#JB F CD , , $JE $JL

水溶物 A CD , , , BJD #BJ’ #JE #JB

脂蜡质 $J’ C#J$ #J@ C#JD $JB C$JF , #JB @JB $J@ $JB

灰!分 @ C’ $JD C#JB $JE C#JF @ $JL @JB , ,

其!他 ,
含氮物

$JB C#J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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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纤维的形态结构#各种韧皮纤维都是植物单细胞$纤维细长$两端封闭$内有狭窄胞

腔$胞壁厚薄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异! 截面呈椭圆形或多角形! 黄麻’洋麻’蕉麻’剑麻纤维

的截面形态多为多角形或不规则的圆形$纵向有竖纹和横节! 常见几种麻纤维的纵向和横截面

结构如图 # 8F 所示!

2

1

2

1

2

1

2

1

大麻 黄麻 苎麻亚麻

图 # 8F!麻纤维纵向和横截面形态
(#)

#,中段!@,末段

麻纤维大多成束聚集于植物的茎部或叶中! 单纤维呈管状$与棉纤维不同的是麻纤维的细

胞两端封闭! 纤维与纤维之间依靠果胶粘结$经脱胶后纤维分离! 麻纤维具有初生层’次生层

和第三层$其内纤维素分层沉积$纤维素大分子相互集成原纤结构!

苎麻在麻茎中呈单纤维状$不形成工艺纤维$截面为腰圆形且有裂痕$纤维有纵向条纹并有

横节! 初生层和次生层中的纤维素呈 [ 向螺旋分布$其初生层的取向角约为 #@X$次生层的取

向角为 LXC#$X$轴心为 $X!

亚麻纤维的截面呈不规则的多角形$中间有空腔$纤维纵向表面有条纹$并且在某些部位有

横节! 亚麻纤维的次生胞壁由原纤构成$原纤与纤维的轴心形成 DXC#@X的螺旋夹角! 其外层

的螺旋角与次生胞壁相同$向内逐渐减小$直至 $X! 原纤的果胶分布不均匀$靠近中腔的含量

最多!
&%麻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麻纤维的结晶度和取向度很高$强度高’伸长小’柔软性差$一

般硬而脆!

苎麻的强度和模量很高$在天然纤维中均居首位$但断裂伸长率低$纤维硬挺$刚性大$纤维

之间抱合差$纺纱时不易捻合$纱线毛羽多! 虽然苎麻纤维强度高$但由于伸长率低$断裂功小$

弹性回复性差$因此苎麻织物的折皱回复能力差$织物不耐磨! 苎麻纤维不耐高温$在 @A$S以

上即开始分解! 亚麻纤维的长度较短$物理性能和苎麻纤维相似!
’%麻纤维的染色性能#麻纤维染色性能较差$染料扩散困难$上染率低$用染纤维素纤维

的染料染色得色量低$不宜染深色! 其原因主要是麻纤维结晶度’取向度高$大分子链排列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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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紧密$溶胀困难! 对麻纤维进行阳离子化处理$使纤维带正电荷$提高对阴离子染料的亲和

力$是改善麻纤维染色性能的有效方法之一!

五!再生纤维素纤维
"##

!!!一"粘胶纤维

粘胶纤维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以不能直接纺纱加工的天然纤维素为原料$经过化学处

理和机械加工制得的纤维! 由于采用不同的原料和纺丝工艺$可分别制得普通粘胶纤维’高湿

模量粘胶纤维和高强力粘胶纤维等! 普通粘胶纤维又可分为棉型’毛型’中长型$俗称人造棉

%10.2-+,.=3/&’人造毛%.,0)()4).-?33-&和人造丝%,.=3/&! 高湿模量粘胶纤维具有较高的强力’

湿模量$湿态下强度为 @@ 4OI0+9$伸长率不超过 #’R$其代表产品为富强纤维! 高强力粘胶纤

维具有较高的强力和耐疲劳性能! 粘胶纤维因其吸湿好$穿着舒适$可纺性好$与棉’毛及其他

合成纤维混纺’交织$用于各类服装及装饰用品! 高强力粘胶纤维还用作轮胎帘子线’运输带等

工业用品! 粘胶纤维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化学纤维!
!%粘 胶 纤 维 的 化 学 结 构 # 与 棉 纤 维 相 同$ 粘 胶 纤 维 的 基 本 组 成 为 纤 维 素 大 分 子

%!UEV#$W’$&! 普通粘胶纤维大分子的聚合度在 @’$ C’$$ 左右$富强纤维的大分子聚合度在

’’$ CE$$ 左右!
$%粘胶纤维的聚集态结构#粘胶纤维的结晶度较棉纤维低$一般在 B$R左右$因此结构比

较松散$强力较低$纤维的吸湿性和染色性较好!
&%粘胶纤维的形态结构#粘胶纤维的截面呈不规则的锯齿形$并且有皮芯结构$纵向平直

有沟槽!
’%粘胶纤维的性能#粘胶纤维的密度小于棉纤维而大于毛纤维$为 #J’$ C#J’@:I4%B

左

右! 由于粘胶纤维比棉和丝光棉有更多的无定形区和更松散的超分子结构$所以吸湿性大$对

染料’化学试剂的吸附量大于棉和丝光棉! 粘胶纤维的一些性能列在表 # 8D 中! 由表 # 8D 可

见$在通常大气条件下$粘胶纤维的回潮率为 #BR左右! 粘胶纤维的断裂强度比棉纤维小$断

裂伸长率比棉纤维大$粘胶纤维的湿强力下降很大$仅为干强的 ’$R左右$湿态长丝的伸长率

增加约 ’$R$湿态模量比棉纤维低$弹性回复力差$尺寸稳定性差$耐磨性差! 粘胶纤维的耐热

性和热稳定性较好! 因粘胶纤维的吸湿能力很强$比电阻较低$抗静电性能很好! 粘胶纤维的

耐光性与棉纤维相近! 粘胶纤维的耐碱性较好$但不耐酸! 其耐酸碱性均比棉纤维差! 粘胶纤

维的染色性能和棉相似! 虽然粘胶纤维对染料的吸附量大于棉$但粘胶纤维存在皮芯结构$皮

层结构紧密$会妨碍染料的吸附和扩散*芯层结构疏松$对染料的吸附量高! 低温’短时间染色$

粘胶纤维得色比棉浅$并易产生染色不匀*高温’长时间染色$得色才比棉深!

表 ! ",#几种纤维素纤维的性能比较

性!!能 粘胶纤维 富强纤维 Q3;.-纤维 丽赛+纤维 ]=34+--纤维 优质棉纤维

聚合度 @’$ CB$$ ’$$ CE$$ , A’$ C’’$ ’$$ C’’$ &#$$$$

结晶度IR B$ AD @’ A’ C’$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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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能 粘胶纤维 富强纤维 Q3;.-纤维 丽赛+纤维 ]=34+--纤维 优质棉纤维

线密度I0+9 $J#F C$J’’ $J#F $J#F #J## C’J’E $J#F $J## C$J#’

溶胀度IR L$ C##’ ’’ CF’ EB , EF B’ CA’

标准回潮率IR #B L C## #@J’ #B #@ C#B DJ’

湿初始模量I4O-0+98# A$ C’$ , #D$ C@’$ , @’$ C@F$ #$$ C#’$

干断裂强度I4O-0+98# @@ C@E B$ CB’ BA CBE BA CA@ A@ CAD @A C@E

湿断裂强度I4O-0+98# #$ C#’ @E CB# #L C@# @’ CBA BA CBD B$ CBA

干断裂伸长率IR @$ C@’ #$ C#@ #B C#’ #$ C#B #$ C#’ F CL

湿断裂伸长率IR @’ CB$ ## C#B #B C#’ #B C#’ #E C#D #@ C#A

钩接强度I4O-0+98# F CDJD A C’JB D ’JB CF @$ @$ C@E

!二"高湿模量粘胶纤维

普通粘胶纤维在湿态时$会发生剧烈溶胀$断裂强度显著降低$湿模量很小$在较小负荷下

就有较大伸长$织物揉搓洗涤时容易变形$干燥后产生剧烈收缩$尺寸很不稳定! 加上粘胶纤维

耐碱性差$与棉的混纺织物不能进行丝光处理! 湿加工必须采用松式$如在张力下进行$织物的

伸长很大! 为了克服普通粘胶纤维的缺点$人们研制出了高湿模量粘胶纤维$如富强纤维

%23-=/31)4()*+,&$Q3;.-%莫代尔&纤维$丽赛+%b)474+-+&纤维等! 这些纤维具有高强度’低伸

度’低膨化度和高的湿模量$被称之为第二代粘胶纤维$其一些性能见表 # 8D!

!%富强纤维#富强纤维%23-=/31)4()*+,&系采用高质量浆粕原料$在纺丝成型时经充分拉

伸而制得! 富强纤维的聚合度一般为 ’$$ CE$$$高于普通粘胶纤维$结晶度和取向度是现有粘

胶纤维品种中最高的$晶粒也最大! 结晶度高$纤维的结构紧密$分子间的作用力大$所以富强

纤维的干’湿强度都较高! 取向度高$纤维的断裂强度’横向膨润度’弹性模量和光泽也高$但断

裂伸长’纵向膨润度和钩接强度较低$染色性能较差! 晶粒形状和大小对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

特别是耐疲劳性能有重要影响! 由于富强纤维的大晶粒结构$纤维脆性较高$耐疲劳性能较差$

钩接强度也较低!

富强纤维干态下的断裂强度大大超过普通粘胶纤维$并优于棉纤维$湿断裂强度损失较小$

低于 B$R! 由于富强纤维有较高的干’湿态断裂强度和较高的湿模量$较低的干’湿态伸长率$

所以织物有较好的尺寸稳定性$比较耐折皱$水洗后变形较小! 富强纤维的染色性能与普通粘

胶纤维相似!

富强纤维与棉纤维相似$有与纤维轴呈一定角度排列的原纤结构$普通粘胶纤维无此结构$

所以富强纤维有"原纤化现象#$易使纤维产生毛羽$使耐磨性和染色鲜艳度下降!

富强纤维对碱溶液的稳定性较高$抗碱性是所有粘胶纤维中最高的$在 @$S’ #$R的O.WV

溶液中溶解度为 LR$而普通粘胶纤维高达 ’$R! 用浓度为 ’R的 O.WV溶液处理$富强纤维几

乎能保持原来的强度$而且变形很小! 由于富强纤维对碱液的稳定性高$使得其与棉的混纺织

物能进行丝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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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纤维#Q3;.-%莫代尔&纤维是奥地利 ]+/G)/:公司生产的’在富强纤维基础上改

进的新一代纤维素纤维$由山毛榉木浆制成浆粕$纤维的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低于富强纤维

和普通粘胶纤维! Q3;.-纤维具有亮光型和暗光型两种! Q3;.-纤维具有棉的柔软’真丝的光

泽’麻的滑爽$吸水透气性优于棉的品质! Q3;.-纤维的干’湿强度$湿模量和缩水率均好于普

通粘胶纤维$干’湿强度比普通粘胶纤维高 @’R CB$R%见表 # 8D&$在湿润状态下$溶胀度低$

但 Q3;.-纤维制品的抗皱性差!
&%丽赛+纤维#丽赛+%b)474+-+&纤维是在我国注册的商品名 P3-=/31)4%波里诺西克&的

纤维! 它是由丹东东洋特种纤维有限公司采用日本东洋纺技术’设备及原料生产的具有优异综

合性能的一种改性粘胶纤维! 丽赛+纤维是经典的高湿模量纤维素纤维$生产原料来源于日本

进口的天然针叶树精制专用木浆$全程清洁生产$纤维及其制品可再生’可降解!

丽赛+纤维截面不同于普通粘胶纤维$其无皮芯之分$其他性能参见表 # 8D! 其特点是断

裂强力高$平均湿强度达到干强度的 FDR$有较高的湿强度$干’湿断裂伸长都比较小$吸水率

低$尺寸稳定$特别是湿态模量高$耐碱$能经受丝光处理$但钩接强度和耐磨性欠理想! 实验表

明+不加张力时$经 ’RO.WV溶液处理后$丽赛+纤维纱线平均湿强度损失 #DR$耐碱性能好!

在加张力的条件下$用 ’RO.WV的溶液对纱线进行丝光处理$强度下降 ’JER$伸长变化也很

小! 纯纺和与棉混纺纱线’织物均可进行丝光处理!

丽赛+纤维织物导湿’透气’手感柔软滑爽’悬垂性好’染色鲜艳’富有光泽! 特别是经过丝

光处理后$织物的各项热湿舒适性’接触舒适性’压感舒适性’外观光泽’染色性能和染色质量都

会进一步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使其成为纤维素纤维的重要闪光点!
!三"]=34+--纤维

]=34+--%利阿赛尔&纤维是采用叔胺氧化物%OQQW&溶剂纺丝技术制取的$与以往粘胶纤维

的制取方法完全不同! 有机溶剂 OQQW的回收率达到 LLR以上$生产过程对环境无公害$被

称为 @# 世纪粘胶纤维! ]=34+--是荷兰 cdW_W公司的专利产品$由英国 U36,0.)-;1和奥地利

]+/G)/:公司首先实施工业化生产! ]+/G)/:公司的 ]=34+--短纤维商品名称为 K+/4+-$我国称为

"天丝#!
]=34+--纤维的性能十分优良$既有棉纤维的自然舒适性$粘胶纤维的悬垂飘逸性和色泽鲜

艳性$合成纤维的高强度$又有真丝般柔软的手感和优雅的光泽! ]=34+--纤维有长丝和短纤维!

短纤维分为普通型%未交联型&和交联型$前者如 K+/4+-$后者如 K+/4+-c#$$!

该纤维的主要特点是湿强度达 BA CBD4OI0+9$比棉纤维高$干强度达 A@ CAD4OI0+9$湿模量

也比棉高$同时有较好的钩接强度’弹性模量%见表 # 8D&$又具有粘胶纤维良好的吸湿性!
K+/4+-也有一些缺点$如易原纤化$摩擦后易起毛!

!四"铜氨纤维

铜氨纤维也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将棉短绒等天然纤维素高聚物溶解在氢氧化铜溶液

中$或碱性铜盐的浓氨溶液内$制成纺丝液$再进行湿法纺丝和后加工而制成的! 铜氨纤维柔软

纤细$光泽柔和$常常用作高档丝织或针织物! 由于原料的限制$工艺较为复杂$产量较低!

铜氨纤维化学组成与棉纤维’粘胶纤维的基本组成相同$为纤维素大分子%!UE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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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子的聚合度与粘胶纤维接近! 其大分子结晶度比粘胶纤维高$因此结构比粘胶纤维紧密$

其强力比粘胶纤维高$有很好的吸湿能力和染色能力! 截面形状为圆形$有皮芯结构$纵向平直

光滑!

铜氨纤维密度与粘胶纤维相同$为 #J’$ C#J’@ :I4%B
左右! 干强度与粘胶纤维的干强度相

近$约为 @$J# C@#J@ 4OI0+9$湿强度为 #$JE C##J’ 4OI0+9! 吸湿能力与粘胶纤维相近$在通常

大气条件下为 #@R C#BR左右! 铜氨纤维的耐热性和热稳定性较好! 但与粘胶纤维一样容易

燃烧$在 #D$S时枯焦! 因铜氨纤维的吸湿能力很强$比电阻较小$抗静电性能很好! 铜氨纤维

的耐光性与棉纤维’粘胶纤维相近! 其化学稳定性与粘胶纤维相同$能被热稀酸或冷浓酸溶解$

遇稀碱液则轻微损伤! 强碱能使纤维膨化及强度损失$最后溶解! 铜氨纤维一般不溶解于有机

溶剂! 铜氨纤维的染色性很好$染色的色谱很全$可以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
!五"醋酯纤维

醋酯纤维是以纤维素为原料$经乙酰化处理使纤维素上的羟基与醋酐作用生成醋酸纤维素

酯$再经纺丝制得的! 醋酯纤维根据乙酰化处理的程度不同$可分为二醋酯纤维和三醋酯纤维!

醋酯纤维吸湿较低$不易污染$洗涤容易$而且手感柔软$弹性好$不易起皱$因此较适合于制作

妇女的服装面料’衬里料’贴身女衣裤等! 也可与其他纤维交织生产各种绸缎制品!

醋酯纤维中二醋酯纤维是由纤维素二醋酸酯线型大分子构成$其 @AR CL@R的羟基被乙

酰化处理! 三醋酯纤维是由纤维素三醋酸酯构成的$其羟基被乙酰化处理的程度在 L@R以上!

醋酯纤维的大分子结晶度’取向度低$结构较为松散$使其强力较低! 醋酯纤维截面为多瓣形’

片状或耳状$无皮芯结构!

醋酯纤维的密度小于粘胶纤维$二醋酯纤维为 #JB@:I4%B$三醋酯纤维为 #JB$:I4%B
左右!

醋酯纤维的羟基被酯化$因而吸湿能力比粘胶纤维差$在通常大气条件下$二醋酯纤维为 EJ’R

左右$三醋酯纤维为 AJ’R左右! 二醋酯纤维的断裂强度比粘胶纤维小$干强度约为 #$JE C
#’4OI0+9$湿强度为 E CF4OI0+9*三醋酯纤维的干强度为 LJF C##JA 4OI0+9$湿强度与干强度相

接近*断裂伸长率比粘胶纤维大$为 @’R左右$湿态伸长率为 B’R左右*纤维的耐磨性能较差!

醋酯纤维对稀碱和稀酸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但浓碱会使纤维皂化分解! 醋酯纤维的吸湿

能力较粘胶纤维差$染色性能比粘胶纤维差$通常采用分散染料和特种染料染色!

醋酯纤维是热塑性纤维$二醋酯纤维在 #A$ C#’$S开始变形$软化点为 @$$ C@B$S$熔点

为 @E$ CB$$S! 三醋酯纤维的软化点为 @E$ CB$$S! 所以醋酯纤维的耐热性和热稳定性较

好$具有持久的压烫整理性能! 醋酯纤维具有一定的吸湿性$比电阻较小$抗静电性能较好! 醋

酯纤维的耐光性与棉纤维相近!
!六"竹纤维

竹纤维%*.%*33()*+,&属纤维素纤维$按制备方法不同$主要分竹原纤维和竹浆纤维! 前者

为天然纤维素纤维$后者为再生纤维素纤维!

竹纤维具有天然的抗菌作用! 由竹纤维制成的纺织品$其 @A7 抗菌率可达到 F#R! 竹纤

维的抗菌’抑菌作用主要来源于竹纤维中所含有的天然抗菌物质,,,竹干沥馏油%简称"竹

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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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原纤维#竹原纤维%/.06,.-*.%*33()*+,&是将竹材经物理机械方法处理$包括前处理’

分解’成型’后处理等工序$去除竹子中的木质素’多戊糖’竹粉和果胶等杂质$提取天然纤维素

成分$直接制得天然竹纤维!

竹原纤维的纤维素含量在 L’R以上$线密度为 AJA CEJE;0+9$平均长度 D4%! 竹原纤维的

横截面呈扁平状$中间有孔洞%胞腔&$无皮芯结构! 纤维表面有沟槽和裂缝$横向还有枝节$无

天然扭曲! 竹原纤维晶体结构与棉纤维相同$属典型的纤维素 Z! 其结晶度为 F#JDR$比棉纤

维高$分子结构比棉紧密! 竹原纤维中细长的孔洞和表面的沟槽使其具有优良的吸湿’放湿性

能! 标准回潮率为 FR左右! 染色性能与棉纤维相似!

$%竹浆纤维#竹浆纤维%*.%*3326-2 ()*+,&是采用化学方法将竹材制成竹浆粕$将浆粕溶

解制成竹浆粘胶溶液$然后通过湿法纺丝制得$其本质为竹浆粘胶纤维!

竹浆纤维的线密度为 #JEF CAJD’;0+9$主体长度为 BD CD’%%! 化学结构与棉’麻相似! 但

由于植物纤维的种类不同以及浆粕原料和制造方法的不同$使竹纤维与棉’麻或粘胶纤维在形

态和聚集态结构方面不完全相同! 竹浆纤维的横截面与粘胶纤维相似$呈多边形不规则状$大

部分接近圆形$有的为梅花形$边沿具有不规则的锯齿状$皮芯结构不明显$纵向表面具有光滑

均匀的特征$有沟槽! 竹浆纤维的结晶结构特征与普通粘胶纤维相似$结晶度小于竹原纤维!

吸湿后$在外力作用下$纤维易拉伸并产生相对滑移$强力明显下降$伸长显著增加! 竹浆纤维

在标准状态下的回潮率可达 #@R$与普通粘胶纤维相近! 在 BES’ #$$R的相对湿度下$回潮

率可超过 A’R$而且从 DJF’R增加到 A’R仅需 E7! 透气性比棉纤维高 BJ’ 倍$居各种纤维之

首! 竹浆纤维的染色性能与普通粘胶纤维相似!

第四节!蛋白质纤维

一!羊毛
"#&F&D#

天然动物毛的种类很多$有绵羊毛%17++2 ?33-&’山羊绒%4.17%+,+&’马海毛%%37.),&’兔

毛%,.**)07.),&’驼毛%4.%+-7.),&及牦牛毛%=.5 7.),&等$其中以绵羊毛数量最多! 羊毛通常

是指绵羊毛$它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 从羊身上剪下的毛称为原毛$原毛中除含有羊毛纤

维外$尚含有羊脂’羊汗’泥沙’污物及草籽’草屑等杂质! 羊毛纤维在原毛中的含量百分率称

为净毛率! 净毛率随羊毛的品种和羊的生长环境等有很大变化$一般在 A$R CF$R范围内!

可见原毛不能直接用来纺织$必须经过选毛’开毛’洗毛’炭化等初步加工才能获得比较纯净

的羊毛纤维
(#) !

羊毛纤维有许多优良特性$如弹性好’吸湿性强’保暖性好’不易沾污’光泽柔和’染色性能

优良$还具有独特的缩绒性! 这些性能使羊毛制品不但适合春’秋’冬季衣着选用$也适合夏季$

成为一年四季皆可穿的衣料! 毛线’羊毛衫’人造毛皮也备受人们的青睐! 此外羊毛制品在工

业’装饰领域中也有广泛用途$如工业用呢’呢毡’毛毯’衬垫材料’装饰用壁毯’地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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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羊毛纤维的分子结构

羊毛纤维是天然蛋白质纤维%2,30+)/ ()*+,&$它的主要组成物质是角朊蛋白质%5+,.0)/&! 氨

基酸%.%)/3.4);&是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位$除脯氨酸%它实际上是一个亚氨基酸&外$所有的

氨基酸均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取代基组成$称 $8氨基酸! $8氨基酸的通式和空间结构如图

# 8D 所示!

R

H

COO -

H

R

COO -

C +NH3
+NH3

图 # 8D!$8氨基酸结构示意图

b可以是不同的基团$因而可形成不同的氨基酸! 羊毛角朊由近 @$ 种 $8氨基酸组成$其

中以二氨基酸%精氨酸&’松氨酸’二羟基酸%谷氨酸&’天冬氨酸和含硫氨酸%胱氨酸&的含量较

高! 许多种 $8氨基酸剩基用肽键%,UW,OV,&联结成羊毛大分子!

羊毛大分子之间除了依靠范德华力’氢键结合外$还有离子键%也称盐式键&’二硫键’疏水

键等相结合而使大分子具有网状结构$如图 # 8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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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L!维系蛋白质分子构象的各种键

.,离子健!*,氢键!4,疏水键!;,范德华力!+,二硫键

羊毛角朊大分子的空间结构可以是直线状的 " 折叠链也可以是 $螺旋链! 在一定条件下$

拉伸羊毛纤维$可使螺旋链伸展成曲折链$去除外力后仍可能回复! 如果在拉伸的同时$结合一

定的湿热条件$使二硫键拆开$大分子之间的结合力减弱$$’" 型的转变就比较充分$再回复到

常温条件时$形成新的结合点$外力去除后不再回复! 羊毛的这种性能称为可塑性%也称热塑

性&! 这种处理方法在羊毛加工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羊毛角朊中含有相当数量的胱氨酸$这使得角朊蛋白质中除了碳’氢’氧和氮外$还含有硫!

硫的存在和含量将影响羊毛纤维的物理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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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羊毛纤维的聚集态结构

羊毛纤维的主体是皮质层%43,0)4.--.=+,&$由纺锤形皮质细胞组成! 羊毛蛋白质的多肽链

%23-=2+20);+&在皮质细胞中的聚集状态非常复杂! 一般认为$低硫蛋白质的多肽链具有 $螺旋

结构%$87+-)4.-10,6406,+&$B CF 条具有 $螺旋结构的多肽链如绳索状相互捻合而成为基本原

纤$其直径为 # CB/%$多肽链之间由次价键相联! ## 根基本原纤较规整地排列在一起组成微

原纤$微原纤直径为 #$ C’$/%$其中含有 #/%左右的缝隙和空穴! 由许多结晶性微原纤和基质

组成棒状大原纤$大原纤直径为 #$$ CB$$/%! 各种原纤都包埋在基质中$形成皮质细胞!
!三"羊毛纤维的形态结构

羊毛纤维的纵向具有天然卷曲$有鳞片%14.-+&覆盖! 羊毛纤维的截面形态因细度而变化!

一般细羊毛截面近似圆形$粗羊毛截面呈椭圆形! 羊毛纤维截面从外向里由鳞片层’皮质层和

髓质层组成! 细羊毛无髓质层$细羊毛的结构如图 # 8#$ 所示!

O 皮质皮质细胞
P 皮质

鳞片内层

鳞片外层

鳞片表层

基本原纤

原纤

大原纤

羊毛角朊大分子

鳞片

图 # 8#$!细羊毛结构

鳞片层像鱼鳞或瓦片一样重叠覆盖在羊毛纤维的表面$其对羊毛纤维起保护作用$使之不

受或少受外界条件的影响! 各种羊毛的鳞片的大小基本是相同的$而鳞片在羊毛上覆盖的密度

因羊的品种和羊毛的粗细有较大的差异! 鳞片的形态和排列密度对羊毛光泽和表面性质均有

很大影响! 细羊毛的鳞片呈环状覆盖$排列紧密$对外来光线反射小$因而光泽柔和! 粗羊毛的

鳞片呈瓦状和龟裂状$排列稀疏$表面光滑$反光强$光泽亮! 此外鳞片层的存在$使羊毛纤维具

有特殊的缩绒性!

皮质层是羊毛纤维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决定了羊毛纤维的物理化学性质! 皮质层一般有两

种不同的皮质细胞组成$一种称为 W皮质$一种称为 P皮质$它们的性质有所不同! W皮质结构

较疏松’含硫较少$对酶及化学试剂反应活泼$结晶区较小$易吸湿$对碱性染料的亲和力较强$

易于染色! P皮质结构较紧密$含硫较多$对化学试剂反应较差$对酸性染料的亲和力较强! 这

两种皮质细胞在羊毛中分布情况随羊毛的品种和粗细而异! 在优良品种的细羊毛中$两种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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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别聚集在毛干的两半边$并且沿纤维轴向互相缠绕$W皮质细胞始终位于羊毛卷曲波形

的外侧$而 P皮质细胞则位于卷曲波形的内侧! W’P皮质细胞的双侧异构分布结构$简称双侧

结构! 由于两种皮质细胞的性质不同而引起的不平衡$形成了羊毛的天然卷曲! 当 W’P皮质

层的比例差异很大或呈皮芯分布时$则卷曲就不明显甚至无卷曲! 羊毛皮质层发育完善$所占

比例大时$羊毛纤维的品质优良$表现为强度’卷曲’弹性都比较好! 此外$皮质层中还存在天然

色素! 这就是有些色毛的颜色难以去掉的原因!

髓质层%%+;6--.&是由结构松散和充满空气的角朊细胞组成$它的有无和在纤维中所占的

比例$随羊毛的品种而异! 它的存在使纤维强度’弹性’卷曲’染色性等变差!

根据羊毛纤维中髓质层的情况$可分为绒毛’两型毛’粗腔毛和死毛! 绒毛具有鳞片层和皮

质层$没有髓质层! 绒毛根据其细度又可分为细绒毛和粗绒毛! 直径在 B$!%以下的为细绒

毛$卷曲多! 直径在 B$ C’@J’!%之间的称为粗绒毛$卷曲较细绒毛少! 绒毛品质优良$纺纱性

能好! 两型毛具有鳞片层’皮质层和有断续的髓质层! 毛纤维有显著的粗细不匀$同一根纤维

上兼有绒毛和粗毛的特性! 粗腔毛具有鳞片层’皮质层和连续的髓质层! 粗腔毛中毛直径在

’@J’ CF’!%之间$卷曲很少$光泽强的为粗毛*髓腔长 ’$!%以上’髓腔宽为纤维直径 #IB 以上

的为腔毛! 粗腔毛纺纱性能较差! 死毛除鳞片层外$整根纤维几乎全部是髓质层$直径在 F’!%

以上$色泽呆白$脆弱易断$无纺纱价值!
!四"羊毛纤维的表观性状

羊毛的密度低于棉花’麻’粘胶纤维和涤纶$又有一定卷曲度$所以羊毛比棉和涤纶等蓬松’

保暖!

羊毛细度是确定羊毛品质和使用价值最重要的指标! 羊毛越细$纺成纱后截面不匀率越

小$条干越均匀! 当然过细的羊毛$纺纱时容易产生疵点! 羊毛纤维的细度与手感’光泽’织物

风格以及起球’耐磨性’强度等力学性能都有密切的关系! 羊毛的细度是不均匀的$最细的绒毛

直径只有 F!%$最粗的直径可达 @A$!%! 就是同一根羊毛纤维的全部长度上细度也不一样$直

径差异可达 ’ CE!%! 影响羊毛细度的因素很多$绵羊的品种是决定羊毛细度的主要因素$不同

品种的羊$羊毛的细度不同! 羊毛细度随年龄变化规律十分明显$幼年时%羔羊&$羊毛细而柔

软$达到性成熟时$毛开始变粗$其后又随着年龄的增大$毛又变细! 羊毛细度与性别有关$公羊

毛比母羊毛粗! 饲养条件’饲养资源’不同季节也影响羊毛细度! 在夏秋季节$羊毛直径增大$

纤维变粗$冬春季节$羊毛直径变细! 在同一只羊身上$以肩部毛最细$体侧’颈部’背部毛次之$

前颈’臀部和腹部毛较粗$喉部’小腿部’尾部的毛最粗!

羊毛存在自然卷曲$它的长度可分为自然卷曲长度%又称为毛丛长度&和伸直后长度! 自

然卷曲长度是毛丛两端间的直线距离$一般不特别注明的羊毛纤维长度就是指自然卷曲长度!

中国细羊毛的长度为 ’’ CL$%%$半细羊毛长度为 F$ C#’$%%$粗羊毛长度为 E$ CA$$%%!

沿羊毛纤维长度方向$存在周期性的自然弯曲$一般以每厘米长羊毛的卷曲个数来表征羊

毛卷曲的程度$称为卷曲度! 羊毛的卷曲形态对毛纺织加工和成品的品质有较大的影响$卷曲

度和卷曲的形状与毛纱的柔软性及弹性等有关! 某些具有三维空间卷曲形态$例如螺旋形弯曲

的羊毛$缩绒性不好$成品手感松散$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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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羊毛纤维的性能

!%羊毛纤维的吸湿性#羊毛的吸湿性较强$在一般情况下$含水率约为 DR C#AR$标准回

潮率为 #AR$公定回潮率为 #’R$在相对湿度为 E$R CD$R时$其回潮率可以高达 #DR$高于

其他纺织纤维! 在非常潮湿的空气中$羊毛吸收水分高达 A$R$而手感并不觉得潮湿! 羊毛纤

维的吸水性高的原因$在于角质蛋白分子中含有亲水性的羟基%,WV&’氨基%,OV@&’羧基

%,UWWV&和酰氨基%,UWOV,&等! 另一方面$羊毛是一种多孔性的纤维材料$具有毛细管

作用$所以水分易于吸到纤维的孔隙中去或吸附在纤维的表面!

羊毛纤维一般并不溶于水$单纯的吸湿溶胀$并不引起纤维分子结构的变化$但是在较激烈

的条件下$水也会与羊毛纤维起化学反应$主要使蛋白质分子肽键水解$从而导致机械性能的变

化! 在 D$S以下的水中羊毛纤维影响较小$短时间汽蒸也无严重损害$随着处理温度的提高和

时间的延长$羊毛损伤也加重! 如将羊毛在 L$ C##$S的蒸汽中处理 B7’E7’E$7$其质量损失分

别为 #DR’@BR’FAR! 水温到 @$$S时$羊毛几乎完全溶解!
$%羊毛纤维的强伸性#羊毛纤维的强伸性是羊毛纤维的重要机械性能! 羊毛纤维的拉伸

强度是天然纤维中最低的$其干断裂强度只有 $JL C#JE4OI;0+9! 通常当羊毛纤维较细’没有或

有极少髓质层时$其强度较高! 羊毛纤维在拉伸外力作用下的伸长能力是天然纤维中最大的$

其断裂伸长率为 @’R CB’R$并且具有优良的弹性回复能力! 因此羊毛织物不易产生皱纹$而

且比较坚韧耐用!
&%羊毛纤维的缩绒性#羊毛的缩绒性是指羊毛纤维的集合体在一定的湿热条件下$经机

械外力的反复挤压$逐渐收缩紧密$并互相穿插纠缠’交编毡化的现象! 缩绒性是毛纤维所特

有的!

羊毛纤维的表面有鳞片$鳞片的开口方向是由毛根指向毛尖的! 由于鳞片指向的这一特

性$羊毛沿长度方向的摩擦$因滑动方向的不同$导致摩擦系数不同! 逆鳞片摩擦系数比顺鳞片

摩擦系数大$两者之差称为定向摩擦效应$这是羊毛缩绒的基础! 当随机排列的羊毛纤维集合

体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相对移动时$由于定向摩擦效应$纤维始终保持根部向前蠕动$致使集合

体中的纤维紧密纠缠! 此外羊毛优良的弹性和稳定的卷曲也是促进羊毛缩绒的因素! 在外力

的作用下$纤维受到反复挤压$时而伸长$时而恢复变形$形成相对移动$有利于纤维纠缠$导致

纤维集合体密集! 卷曲使纤维不是直线蠕动$更有利于纤维之间的交叉穿插! 总之$羊毛的缩

绒性是羊毛纤维各项性能的综合反映! 定向摩擦效应’优良的弹性’稳定的卷曲是羊毛缩绒的

内在原因$它们与羊毛的其他性能如细度等有密切关系! 较细的羊毛$鳞片密度大$卷曲正常$

弹性好$定向摩擦效应大$缩绒性好! 温湿度’化学试剂和外力的作用是促进羊毛缩绒的外因!

如在一定的温湿度条件下$加入皂洗溶液$羊毛鳞片微微张开并软化$有利于纤维的嵌合和纠

缠$羊毛的缩绒现象更为显著!

利用羊毛的缩绒性$可以把松散的短毛纤维结合成具有一定机械强度’一定形状’一定密

度的毛毡片$这一作用称为毡合! 毡帽’毡靴’毡垫就是通过毡合制成的$这也是最早的非织

造布! 利用羊毛的缩绒性$在粗纺毛织物整理过程中$经过缩绒工艺%又称缩呢&$织物的长度

缩短$厚度和紧度增加$织纹不露底$表面被一层绒毛所覆盖$手感丰厚柔软$保暖性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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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风格! 另一方面$羊毛的缩绒性使毛织品和羊毛针纺织品在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尺寸

收缩和变形$产生起毛起球等现象$影响了穿用舒适性和美观性! 因此大多数精纺毛织品’绒

线’针织物在整理过程中都要经过防缩绒处理! 生产上通常采用破坏鳞片层的方法来达到防

缩绒的目的!
’%羊毛纤维的化学性质#羊毛纤维的主要组成物质是角朊蛋白质! 蛋白质是一种两性化

合物! 在蛋白质大分子中存在着羧基%,UWWV&及氨基%,OV@&基团$可表示为 e
UWWV

OV@

$

它既可以与酸作用$又可以与碱作用! 羧基在碱性条件下给出 V\$表示为 e
UWW8

OV@

$因而具

有酸性*氨基在酸性条件下结合 V\$可表示为 e
UWWV

OV\
B

$因此具有碱性! 这就是蛋白质的两

性性质! 若调节溶液中的 2V值$可使蛋白质分子上正负离子数相等$此时溶液的 2V值即为该

蛋白质的等电点! 羊毛的等电点 2V值为 AJ@ CAJD! 羊毛分子在等电点状态下呈中性$这时蛋

白质的溶胀’溶解度’电导率都最低! 等电点是蛋白质两性性质的指标! 在羊毛的洗毛’炭化’

染整等加工中都将应用到这一性质!

在羊毛纤维大分子中$酸性基团和碱性基团的数量并不相等! 羊毛对碱的作用非常敏感$

耐碱能力远低于耐酸能力!

羊毛的耐酸能力较强! 例如在生产上利用羊毛和植物对酸的稳定性不同$用稀硫酸处理含

草羊毛$以除去杂草$保留羊毛! 羊毛的染色多用酸性染料! 但高温’高浓度的酸也会使羊毛受

损$受损程度视酸的类型’浓度高低’温度高低和处理时间长短而不同!

碱对羊毛的作用比较剧烈! 可使羊毛变黄$使二硫键断开$含硫降低$以及部分溶解! 将羊

毛放在 ’R的氢氧化钠溶液中煮沸 ’%)/$羊毛即全部溶解! 利用这一点可以测定羊毛纤维与其

他耐碱纤维混纺织品的混纺比例! 但一些弱碱性物质对羊毛作用较为缓和$如洗毛时可采用轻

碱洗毛方法!

氧化剂对羊毛损伤较大$特别是在碱催化时更显著! 目前生产上采用氧化法或氯化法可对

羊毛纤维表面鳞片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以达到防毡缩的目的!

还原剂对羊毛损伤较小$特别是在酸性条件下$破坏更小! 但在碱性介质中$还原剂对羊毛

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二!其他毛类纤维

!一"山羊绒

山羊绒%4.17%+,+&是从山羊身上抓取得到的绒毛$开司米山羊所产的绒毛最好$这种山羊

原产于我国西藏一带$后来逐渐向四周传播繁殖! 现在生产山羊绒的国家主要有中国’伊朗’

蒙古和阿富汗$我国产量占首位! 山羊绒是珍贵的纺织原料$一般用于生产羊绒衫’围巾和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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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大衣呢$也可用作精纺高级服装原料! 山羊绒根据颜色可分为白羊绒’紫羊绒和青羊绒$其

中以白羊绒最名贵! 山羊绒由鳞片层和皮质层组成$没有髓质层! 纤维截面为圆形$平均直

径为#AJ’ C#EJ’!%! 山羊绒平均长度在 B$ CA’%%$强伸性’弹性等一般均优于绵羊毛$密度

比羊毛低! 因此山羊绒具有轻’柔’细’滑’保暖等优良性能$但山羊绒对酸’碱’热的反应比羊

毛敏感!FE
!二"兔毛

兔毛%,.**)07.),&有普通兔毛和安哥拉兔毛两种$以安哥拉兔毛质量为好! 我国是兔毛的

主要生产国! 兔毛由绒毛和粗毛两类纤维组成! 绒毛直径为 ’ CB$!%$大多数集中在 #$ C
#’!%$粗毛直径为 B$ C#$$!%! 兔毛的长度最短的在 #$%%以下$最长的可达 ##’%%$大多数

为 @’ CA’%%! 绒毛的截面呈非正圆形或多角形$粗毛呈腰圆形或椭圆形$绒毛和粗毛都有髓

质层! 兔毛密度小$仅为 #J##:I4%B
左右! 纤维轻’细’柔软’光滑’蓬松’保暖性好$而且吸湿能

力强! 兔毛含油率低$杂质少$所以不需经过洗毛即可纺纱! 但由于兔毛抱合力差’强度较低$

所以单独纯纺较困难$多与羊毛或其他纤维混纺!
!三"马海毛

马海毛%%37.),&也称安哥拉山羊毛$原产于土耳其的安哥拉省! 南非’土耳其和美国为马

海毛的三大产地! 它以长度长和光泽明亮为主要特征! 从 #LD’ 年开始$我国引入安哥拉山羊

以发展我国马海毛! 马海毛多用于织制高档提花毛毯’长绒毛和顺毛大衣呢等毛织物$也可用

于高级精纺呢绒! 马海毛属异质毛$夹杂有一定数量的有髓毛和死毛$平均长度#@$ C#’$%%$

直径为 #$ CL$!%! 纤维具有丝一般的光泽$卷曲少$不易毡缩! 此外$马海毛的强度’弹性也较

好$但对化学试剂的反应比羊毛敏感!
!四"骆驼毛

我国是世界骆驼毛%4.%+-7.),&最大产地之一$多产于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地!

骆驼毛被毛中含有绒毛和粗毛两类纤维! 骆驼绒的平均直径为 #A C@B!%$平均长度为 A$ C
#B’%%! 骆驼绒强力高$光泽好$保暖性好$可织制高级粗纺织物’毛毯和针织品! 骆驼毛的平

均直径为 ’$ C@$L!%$平均长度为 ’$ CB$$%%! 骆驼毛带有天然的杏黄’棕褐等颜色! 骆驼毛

鳞片很少$而且边缘光滑$所以没有像羊毛一样的缩绒性$不易毡缩$可作填充材料$保暖性

优良!
!五"牦牛毛

牦牛是高山草原的特有牛种$主要产于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省! 牦牛毛%=.5 7.),&

被毛由绒毛和粗毛组成$颜色以黑褐色为多! 牦牛绒很细$平均直径约为 @$!%$平均长度约为

B$%%! 光泽柔和$弹性好$手感柔软$常与羊毛混纺织制绒衫和大衣呢等! 牦牛毛略有髓$平均

直径约为 F$!%$平均长度约为 ##$%%$外形平直$表面光滑$坚韧而有光泽$可织制衬垫织物’

帐篷及毛毡等!

三!蚕丝
"#&F&D#

蚕丝%1)-5&是指由蚕分泌的黏液所形成的纤维! 蚕丝有家蚕丝和野蚕丝两类! 家蚕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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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饲养$以桑树叶为饲料$吐出的丝称为桑蚕丝或家蚕丝%俗称真丝& %*3%*=9%3,)1)-5&*野蚕

在野外饲养$野蚕丝又有柞蚕丝’木薯蚕丝’蓖麻蚕丝’樟蚕丝等之分! 蚕丝中以桑蚕丝的产量

最高$应用最广$其次是柞蚕丝%0611.7 1)-5&! 我国是蚕丝的发源地$蚕丝产区极广$主要分布于

江苏’浙江’四川’广东和山东等省!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蚕丝生产国$无论是规模

还是产量均居世界前列! 我国的丝绸产品很早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在国际上

享有盛誉!

蚕丝是高档的纺织原料$被誉为"纤维皇后#$它是天然纤维中唯一的长纤维$其长度可直

接供织造! 蚕丝具有较好的强力和伸长$纤维细而柔软$富有弹性$吸湿性好$特别是光泽优雅

美丽! 蚕丝制品风格各异$可轻薄如纱$可厚实如绒! 丝织物除供衣着外$织制的各种装饰品如

窗帘’头巾’被面’裱装等更是名贵华丽! 在工业上还可以作为降落伞’人造血管’电气绝缘品等

材料!

丝素
丝胶

图 # 8##!蚕丝的截面

!!!结构图

!一"蚕丝的形态结构

蚕丝是蚕体内的丝液经吐丝口吐出后凝固而成的纤维$也称

为茧丝! 每一根茧丝由两条平行单丝组成$它的主体是丝素%亦称

丝朊’丝质&$基本组成是蛋白质$其性质与氨基酸的种类以及这些

分子的结晶等聚集态结构有关$丝素的外面被丝胶包围! 蚕丝的

横截面略呈三角形$三边相差不大$角略圆钝$如图 # 8## 所示!
!二"蚕丝的化学组成

蚕丝主要由丝素和包覆在丝素外的丝胶组成$此外还有少量

的蜡质’脂肪和灰分等! 这些物质的含量并不固定$常随蚕丝的品种及饲养情况而变化$这些物

质的性质及含量对蚕丝的性质及后序加工有一定影响! 一般桑蚕丝和柞蚕丝的物质组成情况

见表 # 8L!

表 ! "2#蚕丝的组成$*%

种 类

组 成

丝!胶 丝!素 脂!蜡 碳水化合物 无机物

桑蚕丝 @$ CB$ F$ CD$ $JF C#J’ #J@ C#JE $JF

柞蚕丝 #@ C#E D$ CD’ $J’ C#JB #JB’ #JE’

在这些组成物质中$丝素是制丝织绸的主要物质$丝胶以及其他成分在最后均需除去! 因

为丝胶有保护丝素的作用$因而在实际生产中一般织物都要到最后染色和整理时才脱去丝胶!

根据需要也可以先脱胶再织绸$所以生产上有生织和熟织之分!

!三"蚕丝的聚集态结构

蚕丝和羊毛一样都是天然蛋白质纤维$组成其大分子的基本单位是 $8氨基酸! 蚕丝的化

学结构和羊毛的化学结构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因而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如丝朊蛋白

质具有蛋白质的共性%两性性质&! 但由于蛋白质的种类$每一种氨基酸的含量并不一样$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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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蛋白质在结构上有差异$在性能上也有差异! 丝朊蛋白质分子结构的特点是不含硫或含少

量的硫%少量的硫主要存在于丝胶中&! 蚕丝中蛋白质大分子间仅依靠范德华力’氢键’疏水键

和盐式键相结合$而基本无二硫键! 丝朊大分子的 b基团较小$而且为直线状的曲折链$所以

能够形成较完整的结晶$它的结晶度比羊毛大$取向度比羊毛高!
!四"蚕丝的性能

!%长度#从蚕茧上缫取的茧丝长度很长$经缫丝数根合并后的生丝不需要纺纱即可织造!

蚕丝的长度与蚕的品种有关! 我国春茧的茧丝长一般在 L$$ C#@$$%$夏秋茧的茧丝长一般在

E’$ CL$$%$柞蚕茧的茧丝长平均为 D$$%$长的在 #$$$%以上$短的在 A$$%以下!
$%线密度#桑蚕茧丝的线密度约为 @JD CBJL;0+9%@J’ CBJ’ 旦&$脱胶后单根丝素的线密

度小于茧丝的一半*柞蚕茧丝略粗$一般为 ’JE;0+9%’ 旦&左右! 而生丝的线密度则根据茧丝的

粗细和缫丝时茧的粒数而定! 例如计划缫制 @@J@I@AJA;0+9%@$I@@ 旦&生丝时$若茧丝的平均

线密度为 BJB;0+9%B 旦&时$则需用 F 粒茧$即合并成 F 根茧丝$若用 @JDE;0+9%@JE 旦&的茧丝

则需采用 D 粒茧缫丝! @@J@I@AJA;0+9%@$I@@ 旦&生丝$实际线密度为 @BJ#;0+9%@# 旦&左右$

工厂习惯用粗细的两个限度数字来表示生丝的线密度!
&%强度和伸长率#蚕丝的强度和伸长率在天然纤维中是比较优良的$它的强度比羊毛大 B

倍$一般干断裂强度为 @JE CBJ’4OI;0+9$蚕丝的断裂伸长率略低于羊毛$一般在 #’R C@’R!

生丝$特别是精练丝弹性优良$手感柔软! 柞蚕丝的强度与桑蚕丝相近$但它的断裂伸长率较

大$一般在 @$R以上! 蚕丝的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还与蚕丝中的含水率有关$吸湿后$桑蚕丝的

强度下降$柞蚕丝的强度上升$而断裂伸长率明显增加!
’%吸湿性#蚕丝的吸湿能力较强! 在一般大气条件下回潮率可达 LR C#BR! 由于丝胶

的吸湿能力大于丝素$因此精练丝吸湿能力略低于生丝! 柞蚕丝在同样条件下$回潮率要高于

桑蚕丝! 所以丝绸是夏令衣着之佳品!
(%蚕丝的触感和光泽#蚕丝纤维平滑而富有弹性$因此具有优良的触感! 特别是生丝精

练后$用手抚摸$感觉丝纤维既光滑柔软$又有身骨! 蚕丝$特别是精练丝$具有其他纤维所不能

比拟的优雅而美丽的光泽$这种光泽一般称为丝光! 这种特殊的光泽主要是单丝的三角形截面

以及茧丝的层状结构所形成的! 丝绸因其美丽的光泽而高雅华丽!
)%丝鸣#生丝精练后$置于酸性溶液中处理一下$放在一起用力摩擦时$即会产生一种悦

耳的声响$称为丝鸣! 丝鸣与丝绸风格有密切关系! 丝鸣对鉴别真丝绸和仿丝绸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蚕丝的化学性质#由蚕丝的化学结构可知$蚕丝是两性化合物$即在一定条件下既能和

酸作用又能和碱作用! 两性性质的指标主要是等电点! 桑蚕丝素蛋白质的等电点 2V值为 @ C
B$丝胶蛋白质等电点 2V值为 BJD CAJ@! 蚕丝的两性性质对丝纤维及丝织物的精练和染色都

有影响! 由于蚕丝的两性性质$酸和碱都会促使丝素纤维水解$其水解的程度随酸碱的种类’浓

度’温度以及作用时间不同而异! 在生丝中$丝胶较丝素反应剧烈! 柞蚕丝对酸碱的抵抗能力

比桑蚕丝强!

蚕丝对酸的抵抗能力较强$但比羊毛差些! 强无机酸的稀溶液$在常温下$对蚕丝无明显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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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在高温情况下$可引起光泽’手感变差$强度’伸长率降低! 当无机酸浓度提高后$丝素膨胀’

溶解呈淡黄色的黏稠物$弱无机酸及有机酸对生丝无明显破坏作用!

蚕丝的耐碱性较差$即使在常温下$强碱的稀溶液也可引起丝素蛋白质的水解! 碱溶液的

浓度越大’温度越高$其水解越快! 弱碱液如碳酸氢钠’碱性肥皂液等在短时间内只能溶解丝

胶$不会破坏丝素$但长时间煮沸$将引起丝素缓慢的水解!

蚕丝对氧化剂作用比较敏感$特别是在高温下长期处理会使蚕丝彻底破坏$还原剂对蚕丝

无破坏作用!

四!蛋白复合纤维

!一"大豆纤维

大豆蛋白复合纤维%13=*+./ 2,30+)/ 43%231)0+()*+,&%简称大豆纤维$13=*+./ ()*+,&可以归于

再生蛋白质纤维一类$主要由大豆蛋白和聚乙烯醇%Pfc&共混混合$经湿法纺丝而制得$其中大

豆蛋白成分占 @$R C’’R$聚乙烯醇占 D$R CA’R! 目前生产的大豆纤维为短纤维$外观呈柔

和光亮的米黄色$并呈自由卷曲状!

大豆纤维单丝较细$相对密度小$强伸度较高$手感柔软$具有羊绒般的柔软手感$蚕丝般的

优雅光泽$棉纤维的吸湿和导湿性’穿着舒适性$以及羊毛的保暖性! 主要缺点为不易漂白$含

有甲醛$尺寸稳定性差$染整加工过程蛋白含量易损失!

纺丝’牵伸’交联’定型等过程的工艺条件对大豆纤维的结构和性能有很大影响! 大豆纤维

纵向具有不光滑的沟槽$截面呈不规则的哑铃形或花生形$横截面上有微细的孔隙!

大豆纤维的熔点为 @BBS$与 Pfc的结晶熔融温度%@B$S&基本接近! 沸水收缩率为@J@R$

于#D$S’@%)/ 的干热收缩率为@JBR! 大豆纤维在##$S的水浴中会发生明显收缩$但低于#D$S

的短时间干热处理对性能基本无影响! 大豆纤维的等电点为 AJE$当溶液 2V值 "AJE 时$大豆纤

维的溶解度随 2V值的降低而增加$反之$溶解度变小! 当溶液的 2V值 &AJE 时$2V值升高$溶解

度明显增大! 目前还没有发现一种能全部溶解大豆纤维的溶剂! 低浓度的有机酸和纯碱对大豆

纤维的结构和性能没有影响! 大豆纤维的弹性回复率为 ’’JA R$弹性较差$易变形! 大豆纤维的

染整加工性能既不同于天然蛋白质纤维$也不同于维纶$有待进一步完善!

大豆纤维和其他纺织纤维性能比较如表 # 8#$ 所示!

表 ! "!3#大豆纤维和其他纺织纤维性能比较

性!!能 大豆纤维 棉 粘胶纤维 蚕!丝 羊!毛

断裂强度I4O-;0+98#
干 @JD CAJ$ #JL CBJ# #J’ C@J$ @JE CBJ’ $JL C#JE

湿 @J’ CBJ$ @J@ CBJ# $JF C#J# #JL C@J’ $JF C#JB

干断裂延伸度IR #D C@# F C#$ #D C@A #A C@’ @’ CB’

初始模量I5:-%%8@ F$$ C#B$$ D’$ C#@$$ D’$ C##’$ E’$ C#@’$

钩接强度IR F’ CD’ F$ B$ CE’ E$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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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能 大豆纤维 棉 粘胶纤维 蚕!丝 羊!毛

结节强度IR D’ L@ C#$$ A’ CE$ D$ CD’

回潮率IR DJE LJ$ #BJ$ ##J$ #A C#E

密度I:-4%8B #J@L #J’$ C#J’A #JAE C#J’@ #JBA C#JBD #JBB

耐热性

!#@$S 左 右 较

长 时 间 处 理 变

黄’发黏%较差&

!#’$S 以 上 长

时 间 处 理 变 棕

%好&

!#’$S 以 上 长

时间处理强力下

降%较好&

!#ADS 以 下 稳

定%较好&
%较好&

耐碱性 一般 好 好 较好 差

耐酸性 好 差 差 好 好

抗紫外线性 较好 一般 差 差 较差

!!注!表中钩接强度’结节强度是指相对强度!

!二"牛奶蛋白复合纤维

牛奶蛋白复合纤维%%)-5 2,30+)/ 43%231)0+()*+,&%简称牛奶纤维$ %)-5 ()*+,&是通过将液态

牛奶制成干酪素蛋白$然后与聚丙烯腈或聚乙烯醇共混’揉和’脱泡$湿法纺成的! 干酪素蛋白

与聚丙烯腈复合的称腈纶基牛奶纤维$与聚乙烯醇复合的称维纶基牛奶纤维!

牛奶纤维触摸时感觉温暖$具有真丝般光滑的手感$柔软易弯曲! 具有柔和的’优雅的’真

丝般的光泽! 牛奶纤维有类似于真丝的低热传导率$因此具有非常好的保温特性! 与大豆纤维

一样$牛奶纤维也存在漂白困难’蛋白成分不稳定’尺寸稳定性不好等问题!

牛奶纤维的截面呈现圆形或腰圆形$纵向有沟槽! 成品牛奶蛋白纤维表观呈亮丽棕色! 牛

奶纤维的断裂伸长率大于棉$接近于羊毛! 初始模量高于其他天然纤维! 无论是腈纶基牛奶纤

维还是维纶基牛奶纤维$干湿断裂强度相差不多*维纶基的牛奶纤维强度比腈纶基的要高$但腈

纶基牛奶纤维的断裂延伸性较好! 随着温度的升高$牛奶纤维的收缩率剧烈增加$因此其染整

湿加工应控制在 L$S以下为宜!

第五节!合成纤维

一!概述
"!&"&!##

化学纤维%47+%)4.-()*+,&是指用天然的或合成的高聚物为原料$主要经过化学方法加工制

成的纤维!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化学纤维的总产量已超过天然纤维$特别是差别化纤维和

高性能纤维的出现$改善了化学纤维的使用性能$为纺织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常见化学纤维的名称’国内外商品名和纤维代号见表 # 8##!

化学纤维按原料不同主要分成再生纤维和合成纤维两类$其中$再生纤维已在第二节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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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主要介绍合成纤维!

表 ! "!!#常见化学纤维的名称和组成

学!!!!名 分!子!结!构 国内商品名 代号 国外商品名

再生

纤维素系

粘胶纤维

Q3;.-

]=34+--

b)474+-*

铜氨纤维

醋酯纤维

%UEV#$W’& ’

粘胶纤维 b.=3/

莫代尔 Q3;.-

天丝 ]=34+--$K+/4+-

丽赛*

聚酯纤维

++++

""++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纤维 ! ""WU UWW%UV@& @W"" $ 涤纶 PgK

++++

""++

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酯纤维 ! ""WU UWW%UV@& BW"" $ PKK

++++

""++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纤维 ! ""WU UWW%UV@& AW"" $ PhK

聚酰胺系

聚酰胺 E 纤维 !VO%UV@& ’UW$ 锦纶 E PcE

聚酰胺 EE 纤维 !VO%UV@& EOVUW%UV@& AUW$ 锦纶 EE PcEE

聚丙烯腈系 聚丙烯腈纤维
!UV@ UV"" $

##
UO

腈纶 PcO

聚乙烯醇系 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
UV!UV""
##

@

WUV@"" ""##W
UV"" @ UV"" $

维纶 Pfc

聚烯烃系 聚丙烯纤维
!UV@ UV"" $

UV
##

B
丙纶 PP

含氯纤维 聚氯乙烯纤维
!UV@ UV"" $

##
U-

氯纶 PfU

聚氨酯系 聚氨基甲酸酯纤维 !VOUWWb$ 氨纶

合成纤维%1=/07+0)4()*+,&是以石油’天然气’煤焦油及农副产品等非纤维性物质为起始原

料$从中得到低分子物$经化学聚合’纺丝成型及后加工而成!

合成纤维一般都具有强度高’弹性好’相对密度小’保暖性好’耐磨’耐化学药品腐蚀’不怕

霉蛀等特点! 用合成纤维制成的织物经久耐用$与天然纤维或再生纤维混纺或交织后$更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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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各自的优点$具有挺括’滑爽’免烫’快干等优异性能!

合成纤维的品种很多$主要品种是涤纶%23-=+10+,&’锦纶%23-=.%);+&’腈纶% 23-=.4,=-3/)>

0,)-+&’丙纶%23-=2,32=-+/+&’维纶%23-=<)/=-.4+0.-&和氯纶%23-=<)/=-47-3,);+&六类$但占主导地

位的是涤纶’锦纶’腈纶三大品种! 尤其是后起之秀的涤纶在化学纤维中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聚丙烯纤维$由于其原料成本低$在纤维改性和应用研究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可望今后会有较大

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利用化学改性和物理改性手段$通过分子设计$制成具

有特定性能的第二代化学纤维$即"差别化纤维#! 随着化学纤维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高性能

纤维$如芳纶%.,.%);$ .,3%.0)4.%);+&’芳砜纶 %16-(.,$ 27+/=-+/+16-();+&’聚苯并咪唑纤维

%23-=*+/G)%);.G3-+$ PhZ&’聚四氟乙烯纤维%23-=0+0,.(-63,3+07=-+/+&不断涌现!

二!涤纶

涤纶的工业化生产比锦纶晚$但产量已大大超过锦纶! 涤纶以其发展速度快$产量高$应用

广泛$被喻为化学纤维之冠! 由于涤纶有许多优良的性能$无论在服装’装饰还是工业中的应用

十分广泛! 其短纤维可与棉’毛’丝’麻和其他化学纤维混纺$加工不同性能的纺织制品$用于服

装’装饰及各种不同的领域! 涤纶长丝$特别是变形丝可用于针织’机织制成各种不同的仿真型

内外衣! 长丝也因其具有良好物理化学性能$广泛用于轮胎帘子线’工业绳索’传动带’滤布’绝

缘材料’船帆’帐篷布等工业制品! 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应用$对涤纶进行改性研制了抗

静电’抗起毛起球’阳离子可染等涤纶!

涤纶是由对苯二甲酸或对苯二甲酸二甲酯与乙二醇经缩聚反应得到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高聚物$经纺丝加工制得的纤维! 其化学组成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分子式为
++++

""++

+

! ""WU UWW%UV@& @W"" $

其大分子链段上有酯基和苯环$使大分子的柔顺性和吸湿能力较差! 大分子的聚合度为

#B$ 左右!

涤纶的大分子排列状态可通过初步加工来改变$即通过纺丝加工中的拉伸及丝条的冷却速

度改变其结晶度和大分子的取向度! 一般涤纶的大分子结晶度为 ’$R CE$R$大分子与纤维

轴向的夹角较小$取向度较高$但取向度的高低取决于初加工的拉伸倍数! 涤纶一般经熔体纺

丝而成$所以常见涤纶的截面为圆形$纵向为圆棒状! 同时还可以改变喷丝孔的形状纺制异型

纤维!

涤纶的密度小于棉纤维而高于毛纤维$为 #JBL:I4%B
左右! 涤纶无吸湿基团$因此吸湿能

力很差$在通常大气条件下仅为 $JAR左右! 涤纶的拉伸断裂强力和拉伸断裂伸长率都比棉纤

维高$普通型涤纶强度为 B’J@ C’@JD4OI0+9$伸长率在 B$R CA$R! 但因纤维在加工过程中的

拉伸倍数不同$可将纤维分为高强低伸型’中强中伸型和低强高伸型! 涤纶在小负荷下的抗变

形能力很强$即初始模量很高$在常见纤维中仅次于麻纤维! 涤纶的弹性优良$在 #$R定伸长

时的弹性回复率可达 L$R以上$仅次于锦纶! 因此织物的尺寸稳定性较好$织物挺括抗皱! 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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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的耐磨性仅次于耐磨性最好的锦纶! 但织物易起毛起球$而且不易脱落!

涤纶有很好的耐热性和热稳定性! 在 #’$S左右处理 #$$$7$其色泽稍有变化$强力损失不

超过 ’$R! 但涤纶织物遇火种易产生熔孔! 因涤纶的吸湿能力很差$比电阻很高$导电能力极

差$容易产生静电$给纺织加工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同时由于静电电荷积累$容易吸附灰尘! 但

可以利用其电阻高的特性加工成优良的绝缘材料! 涤纶有较好的耐光性$其耐光性仅次于

腈纶!

涤纶的耐碱性较差$仅对于弱碱有一定的耐久性$但对于酸的稳定性较好$特别是对有机酸

有一定的耐久性! 在 #$$S于 ’R的盐酸溶液中浸泡 @A7 或 A$S时在 F$R的硫酸溶液中浸泡

F@7 后$其强度几乎不损失! 涤纶的染色性较差$染料分子难于进入纤维内部$一般染料在常温

条件下很难上染! 因此多采用分散染料进行高温高压染色!

涤纶为聚酯类纤维中用途最广’产量最高的一种! 聚酯纤维除涤纶外$尚有 PhK’PKK等!
PhK’PKK纤维由于能低温染色并具有良好的弹性正日益受到关注! PhK’PKK纤维的弹性

机制与弹性纤维和变形丝不同$它们的弹性取决于分子结构与排列! PhK大分子存在 ,’-两

种构型$松弛时为 ,晶构$呈螺旋构象*受外力拉伸时$呈 -直线构象! PhK大分子在应变过程

中产生 ,’-构型的可逆转变$因此具有弹性! PKK大分子存在三个亚甲基$这种奇数个亚甲基

单元会产生"奇碳效应#$使苯环不能与三个亚甲基处于同一平面$临近两个羰基的斥力不能呈

#D$X平面排列*只能以空间 #@$X错开排列! 这使曲折的亚甲基链段和硬直的对苯二甲酸单元沿

纤维轴形成"_#字形的空间构象! 这种"_#字形的构象使 PKK大分子链具有如同线圈式弹簧

一样的变形弹性!

理论上$PhK与 PKK的空间构象相似$但 PhK分子链曲折部分较小$弯曲链段长度为全伸

直时的 DER%PKK为 F’R’PgK为 LLJ’R&$并且变形的亚甲基链的转动和变形能量较低$而回

复位阻大$受力时间长会转变为 -线性构型而稳定$因此 PhK的弹性比 PKK差!

三!锦纶

目前聚酰胺纤维的种类很多$常用的有聚酰胺 E 和聚酰胺 EE$新型的聚酰胺纤维有聚酰胺

A 和聚酰胺 #@ 等! 我国的商品名称为锦纶! 锦纶的产量仅次于涤纶$其产品以长丝为主$主要

用于做袜子’围巾’长丝织物及刷子的丝$还可用于织制地毯等! 工业上可制造轮胎帘子线’绳

索’渔网等$国防上主要用于织制降落伞等!

凡在分子主链中含有,UWOV,的一类合成纤维$统称为聚酰胺纤维! 其分子结构可用下

列通式表示+
!OV%UV@&+UW$

!OV%UV@&+OVUW%UV@&,UW$

前一式表示聚酰胺仅有一种单体缩聚而成$单体含有一个端氨基和一个端羧基$或是环状

的内酰胺! 后一种表示聚酰胺由两种单体缩聚而成$一种单体含有两个端氨基$另一个含有两

个端羧基! 聚酰胺 E 为单元结构中含有 E 个碳原子!OV%UV@& ’UW$的高聚物$而聚酰胺 ##

为单元结构中含有 ## 个碳原子!OV%UV@& #$UW$的高聚物! 由二元胺与二元酸所组成的聚



染整概论

$)"""

酰胺$数字标号分别用二元胺和二元酸中的碳原子个数来表示$前一组数字表示二元胺的碳原

子个数$后一组数字表示二元酸的碳原子个数! 例如聚酰胺 EE 是由己二胺(OV@%UV@& EOV@)

和己二酸(VWWU%UV@& AUWWV)制得!

锦纶的化学组成为聚酰胺类高聚物$其代表产品有锦纶 E’锦纶 EE$大分子上含有酰胺键

%"" ""OV U
,,
""

W

&和氨基%,OV@&$大分子的柔顺性较好$伸长能力较强!

锦纶与涤纶一样可以采用纺丝改变纤维大分子的结晶度和大分子的取向度$改变纤维的强

伸性和其他性能! 锦纶的形态特征与涤纶相似$异型纤维的截面形态因喷丝孔的形状不同而

不同!

锦纶的密度小于涤纶$为 #J#A:I4%B
左右! 锦纶中含有酰胺键$所以吸湿为合成纤维中较

好的$在通常大气条件下为 AJ’R左右! 锦纶 A 的吸湿能力可达 FR左右! 锦纶的强力高’伸长

能力强$锦纶 E 的断裂强度在 BD CDA4OI0+9$伸长率在 #ER CE$R! 锦纶 EE 的断裂强度在B# C

DA4OI0+9$伸长率在 #ER CF$R$且弹性很好$特别是锦纶的耐磨性是常见纤维中最好的$但锦

纶在小负荷下易产生变形$初始模量较低$锦纶 E 为 F$ CA$$4OI0+9$锦纶 EE 为 AA C’#$4OI0+9!

因此织物的手感柔软$但织物的保形性和织物的硬挺性很差!

由于锦纶的大分子柔顺性很好$其耐热性差! 随温度的升高强力下降! 锦纶 E 的安全使用

温度为 LBS以下$锦纶 EE 的安全使用温度为 #B$S以下$该纤维遇火种易产生熔融! 锦纶的比

电阻较高$具有一定的吸湿能力$从而使其静电现象并不十分突出! 锦纶的耐光性差$在长期的

光照下强度降低$色泽发黄!

锦纶的耐碱性较好$但耐酸性较差$特别是对无机酸的抵抗力很差! 锦纶的染色性较好$色

谱较全!

四!腈纶

腈纶是由丙烯腈%UV@((UV
##
UO

&经过共聚所得到的聚丙烯腈$是由 D’R的丙烯腈和不超过

#’R的第二’第三单体共聚而成$经纺丝加工得到的! 腈纶蓬松’柔软$外观酷似羊毛$有合成羊

毛之美称$所以常制成短纤维与羊毛’棉或其他化学纤维混纺$织制毛型织物或纺成绒线$还可

以制成毛毯’人造毛皮’絮制品等! 利用腈纶的热弹性可制成膨体纱!

腈纶的大分子结构为+
!UV@""UV

##
UO

$

分子结构中无很大的侧基$但有极性很强的氰基%"" --U O&$其分子链段为不规则的螺旋

构象$从而使其耐光性’大分子的结晶状态’热学性能等受到很大的影响! 腈纶的大分子聚合度

一般在 #$$$ C#’$$ 之间! 腈纶的大分子排列状态与纤维中丙烯腈的含量有关$腈纶没有严格

意义上的结晶结构%只含蕴晶状态&! 加入第二’第三单体可以改变纤维大分子的排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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腈纶一般采用湿法纺丝$纤维的截面多为圆形或哑铃形$纵向平直有沟槽!
腈纶的密度与锦纶接近$约为 #J#A C#J#F:I4%B! 腈纶的吸湿能力比涤纶好$但比锦纶差$

在通常大气条件下为 @R左右!
腈纶的强度比涤纶’锦纶低! 断裂伸长与涤纶’锦纶相近! 其强度在 @’ CA$4OI0+9左右$

断裂伸长率在 @’R C’$R左右! 弹性较差$在重复拉伸下弹性回复较差$尺寸稳定性较差! 耐

磨性为化学纤维中较差的!
腈纶耐热性仅次于涤纶$比锦纶好! 具有良好的热弹性$可以加工膨体纱! 腈纶的比电阻

较高$比一般纤维容易产生静电! 腈纶大分子中含有,UO$使其耐光性与耐气候性特别好$是

常见纤维中耐光性能最好的! 腈纶经日晒 #$$$7$强度损失不超过 @$R$因此特别适合于制作

篷布’炮衣’窗帘等织物!
腈纶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但浓硫酸’浓硝酸’浓磷酸等会使其溶解! 在冷浓碱’热稀碱中

会使其变黄$热浓碱能立即使其破坏! 由于第二’第三单体的引入使纤维的染色性能较好$而且

色泽鲜艳!

五!丙纶

丙纶的化学名称为聚丙烯纤维$大分子链节为+
!UV@""UV

UV
##

B

$

其侧基仅有一个极性很弱的,UVB$大分子的聚合度在 B#$ CAB$ 左右$其大分子的柔顺性

较好$纤维的耐磨性’弹性较好! 丙纶短纤维可以纯纺或与棉纤维’粘胶纤维混纺$织制服装面

料’地毯等装饰用织物’土工布’过滤布’人造草坪等*膜裂纤维则大量用于包装材料’绳索等纺

织制品以替代麻类纤维!

丙纶的大分子排列较为整齐$其结晶度在大分子等规排列时可达 D$R以上! 一般纺成结

晶度约在 BBR的初生纤维$然后在热空气%热水或蒸汽&中拉伸$使纤维得到 AFR左右的结晶

度! 丙纶的形态结构与涤纶’锦纶相似!
丙纶是所有纺织纤维中密度最小的纤维$其密度为 $JL#:I4%B

左右! 丙纶不吸湿$在通常

大气条件下回潮率为 $! 丙纶的强度高$一般在 @E CF$4OI0+9$断裂伸长率在 @$R CD$R$可与

中强中伸型涤纶相媲美! 因其不吸湿$所以湿强度基本与干强度相等! 丙纶的耐磨性’弹性较

好$仅次于锦纶$在伸长率为 BR时其弹性回复率在 LER C#$$R之间!

丙纶的耐热性较差$但耐湿热性能较好$其熔点为 #E$ C#FFS$软化点为 #A$ C#E’S$比其

他纤维低! 因其导热系数较小$因此保暖性较好! 因其吸湿能力很差$所以比电阻很高$容易产

生静电! 丙纶的耐光性很差$在光照射下极易老化$因而制造时常常添加防老化剂!
丙纶具有较稳定的化学性质$对酸碱的抵抗能力较强$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丙纶无吸湿亲

水基团$所以染色性很差!

六!氨纶

氨纶是聚氨基甲酸酯弹性纤维$与其他的高聚物嵌段共聚时$至少含有 D’R的氨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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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酯%或醚&的链节$组成线型大分子结构的弹性纤维! 它可以分为聚酯弹性纤维和聚醚弹

性纤维两大类! 氨纶主要用于纺制有弹性的织物$作紧身衣’袜子等! 除了织造针织罗口

外$很少直接使用氨纶裸丝! 一般将氨纶丝与其他纤维的纱线一起做成包芯纱或加捻后

使用!

氨纶的截面形态呈豆形’圆形$纵向表面有不十分清晰的骨形条纹!

氨纶的密度为 #J# C#J@:I4%B$虽略高于橡胶丝$但在化学纤维中仍属较轻的纤维! 一般

氨纶的线密度范围为 @@ CAFFD;0+9$最细的可达 ##;0+9! 而最细的橡胶丝约 #’E;0+9$比前者粗

#$ 余倍!

聚酯型氨纶的吸湿率为 $J’R C#J@R$聚醚型氨纶的吸湿率为 #J@R C#J’R! 虽比棉’

羊毛及锦纶等小$但优于涤纶’丙纶和橡胶丝! 水对氨纶有增塑作用$使纤维的拉伸强度下降$

聚酯型氨纶下降 #$R$聚醚型氨纶下降 @$R!

氨纶有很好的强度$其湿态的断裂强度为 $JB’ C$JDD4OI;0+9$干态的断裂强度为 $JAA C

$JDD4OI;0+9$是橡胶的 B C’ 倍$达到锦纶强度的数量级! 氨纶具有很高的弹性$断裂伸长率大

于 A$$R$高者可达 D$$R! 氨纶的弹性回复率很高$聚醚型氨纶在伸长 ’$$R时回复率达到

L’R$聚酯型氨纶在伸长 E$$R时回复率达到 LDR! 氨纶的弹性模量较低$但模量会随着温度

的变化而变化! 温度降到 $S时$模量显著增加$永久形变也随之增加! 随着温度的升高$模量

下降! 氨纶有很好的耐疲劳性能$在 ’$R CB$$R的伸长范围内$可耐 #$$ 万次拉伸收缩疲劳$

而橡胶丝仅能耐 @JA 万次! 氨纶的耐磨性很好$远高于锦纶! 氨纶在强度’模量’抗老化等方面

都比橡胶丝好$只在滞后伸长方面不如橡胶丝! 聚醚型氨纶的 !:为 8@$ CE’S$聚酯型氨纶的

!:为 @’ CA’S$聚酯型氨纶较硬$聚醚型氨纶柔软! 由于生产方法的不同$氨纶的耐热性能有

较大差异$一般在 L’ C#’$S$短时间内不会有损伤! 但聚醚型氨纶在 #’$S以上会泛黄$#F’S

以上会发黏*聚酯型氨纶在 #’$S以上热塑性显著增加$弹性减小! 当温度超过 #L$S$纤维的

强度会明显下降$最终断裂!

常用溶剂对氨纶不产生作用! 但像环己酮’二甲基甲酰胺或二甲基乙酰胺对氨纶有溶解作

用! 氨纶在光照下会逐渐脆化$强度下降!

氨纶的化学稳定性一般较好$对氧化剂和还原剂稳定$也较耐酸$加有改性剂多胺化合物

的氨纶$不论是聚醚型或聚酯型的都有吸酸的能力! 两种类型氨纶耐碱性差异很大$聚酯型

的不耐强碱$在热碱溶液中快速水解降解$这在染整加工时要特别注意! 氨纶耐氧化剂性能

因氧化剂不同而异$一般来说$氨纶只能在稀过氧化物溶液中漂白$或进行还原漂白! 氨纶不

耐氯漂白剂$在次氯酸盐溶液中会形成氮,氯化合物而使纤维损伤$聚醚型的损伤更严重

些!

氨纶缺少专用染料染色$虽然可以选用酸性染料’中性染料’媒染染料和分散染料染色$但

由于这些染料主要是为常见的一些纤维染色而开发的$所以如果用来染氨纶$则上染率均不高$

或者染色牢度较差!

几种合成纤维和弹性纤维的性能比较见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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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几种合成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特性

项!!目 PcE PgK PhK PKK 聚酯型氨纶 聚醚型氨纶

融化温度IS @@B @E$ @@# @@D @F$ C@L$ @B$ C@L$

玻璃化温度IS A$%干& EL CD# @$ CA$ A’ CE’ @’ CA’ 8F$ C8’$

密度I:-4%8B #J#A #JBD #JB’ #JBB #J@$ #J@#

初始模量I4O-0+98# @J# LJ#’ @JA @J’D $JA’ $J##

弹性伸长率IR @F CB@ @$ C@F @A C@L @D CBB E$$ CD$$ AD$ CE’$

弹性回复率IR @# A #$JE @@ LD L’

结晶速度I%)/ #@ # #’ @ C#’

光稳定性 8 \\\ \\\ \\\ \

尺寸稳定性 \\ \\ \\ \\\ \\\ \\\

抗污性 \ \\\ \\\ \\\ 8 8

可染性%无载体& \\\ \ \\ \\\ \ \

!!注! 8差$ \尚可$ \\良$ \\\优异!

七!氯纶

氯纶的化学名称为聚氯乙烯纤维! 是由氯乙烯和其他烯烃类聚合物组成的线型大分子结

构! 大分子链中至少含有 ’$R以上的氯乙烯链节%!UV@ UV"" $
##
U-

&! 氯纶主要用于制作各种针

织内衣’绒线’毯子’絮制品’阻燃装饰布等*还可制作鬃丝$用来编织窗纱’筛网’渔网’绳索*此

外还可用作工业滤布’工作服’绝缘布’安全帐幕等!

氯纶采用溶液纺丝或热挤压法纺丝$纤维的形态与腈纶’维纶相近!

氯纶的密度为 #JBD C#JA$:I4%B
左右$与涤纶相近! 氯纶大分子链上无吸湿性基团$因此

吸湿能力很差$在通常大气条件下几乎不吸湿! 氯纶的强度与棉纤维相近$约为 #D CB’4OI0+9*

断裂伸长为 F$R CL$R$大于棉$弹性和耐磨性比棉纤维好$但在合成纤维中是较差的!

氯纶具有难燃性$离开火焰即可自行熄灭! 保暖性较好$但热稳定性很差$在 F$S时就开

始收缩$当温度达到 #$$S时收缩率达到 ’$R左右! 由于吸湿能力差$使纤维的绝缘性能较好$

与人体相互摩擦时产生阴离子负静电$有助于关节炎的防治! 氯纶有较好的耐日晒性能$与涤

纶相似$在日光照射下强度几乎不下降!

氯纶具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耐酸’耐碱性能优良! 氯纶的染色性很差$这是由于氯纶的耐

热性很差$不适合于在较高温度下染色的缘故$染料难于进入氯纶内部$而且色谱不全!

八!维纶

维纶是采用醋酸乙烯醇水解方法制得的聚乙烯醇纤维! 由于乙烯醇大分子的每个链节上

存在羟基%,WV&$从而使纤维易发生水解$因此维纶常将纤维中的部分羟基进行缩甲醛$以降

低其亲水和水解能力! 维纶的生产主要以短纤维为主$常与棉纤维进行混纺! 由于纤维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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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一般只制作低档的民用织物! 但由于维纶与橡胶有很好的黏合性能$因而被大量用于工

业制品$如绳索’水龙带’渔网’帆布’帐篷等!

维纶的大分子链节为聚乙烯醇%!UV@""UV
##
WV

$&$大分子除主链的 U,U外$其主要侧基

为,WV! 大分子主链常常由于在热水中易发生水解$所以要进行缩甲醛处理$其处理后的分子

结构为+
!UV@""

###

UV

WUV@"" ""
###W

UV"" @ UV"" $

其缩醛度一般控制在 B$R CB’R左右$大分子聚合度在 #F$$ 左右! 维纶的大分子排列状

态与纺丝方法及纺丝中加工工艺参数的控制有关$其结晶度一般控制在 ’$R左右时各项性能

较好! 维纶因采用溶液纺丝$所以形态结构与腈纶相似! 维纶的外形酷似棉纤维$故有合成棉

之美称!

维纶的密度小于棉纤维$在 #J@E C#JB$:I4%B
之间! 维纶中含有部分,WV$所以吸湿能力

是常见合成纤维中最好的$在通常大气条件下为 ’R左右! 维纶的强度为 B@J’ C’FJ@4OI0+9$

高强纤维可达 FLJ@4OI0+9$断裂伸长率 #@R C#’R! 弹性比其他合成纤维差$织物保形性比涤

纶差$但比棉纤维好$并且耐磨性较好!

维纶的耐热水性很差$聚乙烯醇在 D$ CL$S的沸水中收缩率达 #$R$因此在加工过程中常

常进行缩甲醛处理$以提高其耐热水性! 否则会在热水中剧烈收缩$甚至会溶解! 缩醛度在

B$R时$纤维的耐热水温度可提高到 ##’S$但羟基减少 B$R$使纤维的吸湿性和染色性能降

低! 维纶的导热能力较差$有良好的保暖性! 维纶的吸湿能力较强$比电阻较小$因此抗静电能

力较好! 维纶的耐光’抗老化性比天然纤维好$但比涤纶’腈纶差!

维纶有较好的耐碱性$但不耐强酸$对一般的有机溶剂有较好的抵抗能力! 维纶的染色性

能较差$其色谱不全! 湿法纺丝色泽不够鲜艳$干法纺丝的纤维较为鲜艳!

九!芳纶

芳纶是一种新型的合成纤维$它与聚酰胺纤维一样$在构成纤维的高聚物长链分子中含有

酰氨基%""U
,,
W

""OV""&$因此仍属于聚酰胺纤维$但又不同于聚酰胺纤维! 其构成纤维的大分子

长链中$酰氨基连接的是芳香环或芳香环的衍生物$所以把这类纤维统称为芳香族聚酰胺纤维$

简称芳纶! 由于这类纤维在大分子链中以芳香基取代脂肪基$链的柔性减小$刚性增大$反应在

纤维的性能方面$其耐热性和初始模量显著增大! 芳纶的代表产品有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甲胺

纤维$即芳纶 #B#B$美国称诺梅克斯%O3%+9&*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甲胺纤维$即芳纶 #A#A$美

国称凯夫拉%d+<-.,&*聚对氨基苯甲酰纤维$即芳纶 #A 等!

芳纶 #B#B 的 密 度 比 棉 纤 维 小$为 #JBD:I4%B! 强 度 较 高$在 通 常 的 条 件 下$强 度 为

ADJA4OI0+9$断裂伸长率为 #FR! 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耐腐蚀性和防燃性! 如在 @E$S的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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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连续使用 #$$$7$其强度仍能保持原强度的 E’R$在 B$$S下使用一周仍保持原强度的

’$R! 所以称芳纶 #B#B 为耐高温纤维! 由于该纤维性能优良$其产品主要用于航空飞行服’

宇宙航行服’原子能工业的防护服以及绝缘服’消防服装等! 另外也用于制作防火帘’防燃手

套’高温下的化工过滤布和气体滤袋’高温运输带’机电高温绝缘材料以及民航机中的装饰织

物等!

芳纶 #A#A 的密度为 #JAB C#JAA:I4%B! 对橡胶有良好的黏附性! 纤维的热稳定性远高于

其他纤维$在 #’$S下收缩率为 $! 在较高的温度下仍能保持很高的强度$熔点为 E$$S$最高使

用温度为 @B@S! 芳纶 #A#A 是目前使用的纤维中强度最高的纤维$其强度为 #LBJE4OI0+9$断裂

伸长为 AR$初始模量为 AA$$4OI0+9$远远高于其他品种的强力纤维$为聚酰胺纤维的 ## 倍左

右$为涤纶的 A 倍左右! 所以称芳纶 #A#A 为高强耐高温纤维! 芳纶 #A#A 由于其强度高’密度

小$主要用于高速行驶或重载汽车和飞机的轮胎帘子线$用它制作的轮胎的质量可以大大减小$

轮胎胎层薄$热量容易散发$轮胎使用寿命可以相应延长!

芳纶 #A 的密度与芳纶 #A#A 相接 近$其 值 为 #JAE:I4%B! 耐 热 性 很 好$其 分 解 温 度 为

’$$S! 强度很高$为 ##$4OI0+9$特别是模量高达 F$L$ CLF$$4OI0+9! 所以称芳纶 #A 为高强纤

维! 它是一种为航空工业和宇宙航行等特种用途而研究’制造的高性能纤维$目前主要用于制

造宇宙飞船’火箭和飞机等结构材料的增强塑料或层压制品的组成物$用于代替比它昂贵得多

的氮化纤维和石墨纤维$芳纶 #A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十!乙纶

乙纶的化学名称为聚乙烯纤维$大分子链节为!UV@ UV@"" $! 乙纶的服用性能较差$但其

价格较低$适合于制作鬃丝’扁丝或膜裂纤维$也可用来制造绳索’过滤布’包装带等!

乙纶的大分子状态与丙纶相似! 其形态结构与涤纶’锦纶’丙纶相似!

乙纶密度较小$为 $JL’:I4%B
左右! 吸湿能力与丙纶相同$在通常大气条件下回潮率为 $!

其纤维强度和伸长与丙纶接近! 乙纶的耐热性较差$但耐湿热性能较好$其熔点为 ##$ C
#@$S$比其他纤维低$抗熔孔性很差! 因其吸湿能力很差$所以有良好的电绝缘性! 乙纶的耐

光性与丙纶相同$在光的照射下极易产生老化! 乙纶具有较稳定的化学性质$有良好的耐化学

药品性和耐腐蚀性! 乙纶的染色性很差!

十一!聚乳酸纤维

聚乳酸纤维%23-=-.40)4.4); ()*+,$P]c&是以再生的淀粉原料%玉米’小麦&$经发酵处理生成乳酸$

再经聚合$纺丝而制成的$故又称为"玉米纤维#$其商品名为 ].40,3/! 它是一种可完全降解’资源可

再生的完全环保型产品! 聚乳酸纤维已有长丝’短纤’单丝’复丝和非织造布等多类产品!

聚乳酸纤维的物理性能与涤纶相似$其熔点为 #F’S$强度 AJ$ CAJL4OI;0+9$断裂伸长率

B$R$模量 B#J’ CAFJ@4OI;0+9$密度 #J@F:I4%B$吸湿率 $J’R! 外观透明$具有真丝般的光泽$

强度’弹性和耐热性等比其他生物降解型纤维材料要好! 聚乳酸纤维的耐碱性较差$碱减量处

理时$碱的用量应慎重选择! 聚乳酸纤维的熔融温度较低$熨烫时需注意! 聚乳酸纤维可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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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染料在 #$$S染色!

十二!其他合成纤维

!一"超细纤维

由于单纤维的粗细对于织物的性能影响很大$所以合成纤维也可按单纤维的粗细%线密

度&分类$一般分为常规纤维’细旦纤维’超细纤维和极细纤维! 常规纤维的线密度为 #J’ C
A;0+9*细旦纤维的线密度为 $J’’ C#JA;0+9$主要用于仿真丝类的轻薄型或中厚型织物*超细纤

维的线密度为 $J## C$J’’;0+9$可采用双组分复合裂离法’海岛法’熔喷法等生产*而极细纤维

的线密度在 $J##;0+9以下$可通过海岛纺丝法生产$主要用于人造皮革和医学滤材等特殊领域!

与常规合成纤维相比$超细纤维具有手感柔软’滑糯’光泽柔和’织物覆盖力强’服用舒适等优

点! 也有抗皱性差$染色时染化料消耗较大的缺点! 超细纤维主要用于高密度防水透气织物’

人造皮革’仿麂皮’仿桃皮绒’仿丝绸织物’高性能擦布等!
!二"差别化纤维

差别化纤维是指不同于常规品种的化学纤维$即经过化学改性’物理变形和特殊工艺加工而

得到的具有某些特性的化学纤维! 差别化纤维是以改进服用性能为主$基本用于服装及服饰织

物$它在外观性状或内在品质上更接近某种天然纤维$制成的纺织品有改善外观光泽’增进染色效

果和穿着更为舒适的效能$更能符合人们穿用习惯要求! 但有时把具有优良的非服用功能如高强

度’高模量’不燃烧等纤维$也包括在差别化纤维之中! 差别化纤维包括+超有光型’超高收缩型’

易染速染型’抗静电型’抗起毛起球型’防霉防菌型’防污型’防臭型’吸湿吸汗型’防水型’光变色

型’复合’中空’异型’细旦’超细旦’三维卷曲’交络’混络’毛圈喷气变形等各种纤维! 在性状上可

以具有一种或几种特性!
!三"高性能纤维

具有特殊的物理化学结构$某一项或多项性能指标显著地高于普通纤维$而且这些性能的

获得和应用又往往与宇航’飞机’海洋’医学’军事’光纤通讯’生物工程’机器人和大规模集成电

路等高新技术领域有关$因此又称为高技术纤维! 高性能纤维通常按其具有的特殊性能加以区

分$如高强高模量’高吸附性’高弹性’耐高温’阻燃’导光’导电’高效分离’防辐射’反渗透’耐腐

蚀’医用和药物纤维等多种纤维材料! 高性能纤维主要用于产业用纺织品的制造$但其中一些

品种也可以用于开发装饰用纺织品和服用纺织品$而且对这两类纺织品的性能具有明显的改善

和提高!
!四"纳米纤维

通常把直径小于 #$$/%的纤维称为纳米纤维%#/%等于十亿分之一米$即千分之一微米$

仅是 #$ 个氢原子排起来的长度&! 但目前也有人将填加了纳米级%即小于 #$$/%&粉末填充物

的纤维也称为纳米纤维!
!五"变形丝

变形丝是指经一定的工艺加工使纤维呈现卷曲’螺旋’弧圈等外观特征$从而使其具有伸缩性

或蓬松性的复丝或单丝! 棉纤维有天然扭曲$羊毛纤维有天然卷曲$这种扭曲或卷曲使纤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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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抱合力$有利于纺织工艺加工$并使纺织品具有一定程度的蓬松性$提高了织物的服用性

能! 然而用普通方法加工的纺织纤维没有卷曲$纤维表面光滑$抱合力差! 为此化纤短纤维较早

采用"卷曲#的方法$以增强纤维间的抱合力$从而提高短纤维的可纺性$并使这类产品具有蓬松

性’绝热性和舒适性! 对于长丝也同样需要施加卷曲! 长丝的变形加工就是将普通的长丝进行再

加工$使之变形弯曲成为有高度拉伸弹性回复性能的长丝$使其变形成为永久的卷曲’环圈’螺旋

和皱曲$从而改变成纱的几何结构和某些性能! 这种改变长丝特性的加工工艺就叫做"变形#! 按

照变形丝伸缩性能的不同$可分为高弹丝’中弹丝和低弹丝! 变形丝及其纺织品具有以下特点+变

形丝具有蓬松性和较好的柔软性$提高了织物的覆盖能力*变形丝制成的织物尺寸稳定性好$保形

性好$并且有较好的外观保形性’耐磨性’强度’柔韧性和耐用性能等!

第六节!纤维鉴别方法
"#$#

根据纤维内部结构’外观形态’理化性质上的差异可以进行纤维鉴别%()*+,);+/0)()4.0)3/&!

常见的鉴别方法有手感目测法’显微镜法’燃烧法’化学溶解法’熔点法’密度法等! 通常用这些

方法的组合就可以比较准确’方便地鉴别一般纤维! 但对组成结构比较复杂的纤维$则需借助

仪器%Zb’M[U’YbM’[gQ等&分析进行鉴别!

在实际的鉴别中$一般先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来检测未知纤维的外观形态和理化性质$再与

相同条件和方法下测得的已知纤维的外观形态和理化性质相比较$从而确定纤维的种类$这是

个定性分析的过程! 对于混纺产品$还需进一步作定量分析$了解纤维的混纺比!

一!手感目测法

手感目测法%7./;-+./; <)16.-3*1+,<.0)3/ %+073;&即根据纤维的外观形态’色泽’手感及拉

伸等特征来鉴别纤维! 手感目测法可区分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 例如$在天然纤维中$棉纤

维短而细$常附有各种杂质和疵点! 麻纤维手感较粗硬! 羊毛纤维卷曲而富有弹性! 蚕丝具有

特殊光泽! 化学纤维中$粘胶纤维的干’湿强度差异大! 氨纶丝具有高伸长’高弹性! 该方法简

便’快速’节省费用$特别适用于散纤维状纺织原料的鉴别! 但这种方法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

同时准确性有限$常用作初步鉴别!

二!显微镜观察法

显微镜观察法%%)4,31432+3*1+,<.0)3/ %+073;&%简称显微镜法&是利用普通生物显微镜观察

未知纤维的横’纵面形态来鉴别纤维! 表 # 8#B 是常见纤维的横截面和纵面形态特征!

由表 # 8#B 可见$天然纤维的形态特征较为独特$可以通过显微镜观察纤维的横’纵面形态

鉴别出来! 而化学纤维的截面大多近似圆形$纵向为光滑棒状$除了粘胶纤维’维纶’腈纶等具

有非圆形截面的少数纤维外$大多数化学纤维很难仅凭显微镜观察结果来鉴别$必须适当运用

其他方法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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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常见纤维的横截面和纵面形态特征

纤!!!!维 横 ! 截 ! 面 纵!!!!面

棉 腰圆形$有中腔 扁平带状$有天然扭曲

麻
亚麻$黄麻 多角形$有中腔

苎麻 扁圆形$有中腔$胞壁有裂纹
有横节’竖纹

桑蚕丝 不规则三角形 光滑$可见条纹

羊毛 不规则圆形 有鳞片$天然卷曲

粘胶纤维 锯齿形$有皮芯结构 有沟槽

富强纤维 少量锯齿形或圆形$椭圆形 平滑

铜氨纤维 圆形 光滑棒状

醋酯纤维 三叶形或不规则锯齿形 纵向条纹

涤纶$锦纶$丙纶 圆形 平滑

腈纶 哑铃形或圆形 可见条纹

氨纶 圆形或蚕豆形 表面灰暗$不规则骨形条纹

维纶 腰圆形$有皮芯结构 粗条纹

氯纶 不规则圆形 平滑

三!燃烧法

燃烧法%43%*610)3/ %+073;&是根据不同纤维的燃烧特性来鉴别纤维的方法! 该方法要求

仔细观察纤维接近火焰’在火焰中和离开火焰后的燃烧特性$这些特性包括燃烧速度’火焰的颜

色’燃烧时散发的气味’燃烧后灰烬的颜色’形状和硬度等$即要准确掌握好"烟’焰’味’灰#这

几个方面的特征$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燃烧法快速’简便’不需要特殊设备和试剂! 但该方法

只能区别大类纤维$而不能鉴别混纺纤维’复合纤维’经阻燃处理的纤维等! 表 # 8#A 为常见纤

维的燃烧特性!

表 ! "!’#常见纤维的燃烧特性
"!!#

纤!!维 接近火焰 在火焰中 离开火焰 气!!味 残留物特征

棉’麻’粘胶

纤维’富强纤维
不缩不熔

迅速燃烧$

黄色火焰
继续燃烧 烧纸味

少量灰黑或

灰白色灰烬

醋酯纤维 不缩不熔 缓缓燃烧 继续燃烧 有乙酸刺激味 黑色硬块或小球

羊毛’蚕丝 卷缩
徐徐冒烟’起泡

并燃烧

缓慢燃烧$

有时自灭
烧头发味

松脆黑色颗粒

或焦炭状

涤纶 熔缩
边熔化$边缓慢

燃烧$冒烟

继续燃烧$

有时自灭
特殊芳香味 硬的黑色圆珠



第一章!纺织纤维及其制品

%("""

续表

纤!!维 接近火焰 在火焰中 离开火焰 气!!味 残留物特征

锦纶 熔缩
边熔化$边缓慢

燃烧

继续燃烧$

有时自灭
氨臭味 坚硬淡棕透明圆珠

腈纶 熔缩 边熔化$边燃烧 继续燃烧$冒黑烟 辛辣味
松脆黑色

不规则小珠

丙纶 熔缩
边收缩$边熔化

燃烧
继续燃烧 石蜡味 硬灰白色透明圆珠

维纶 收缩 收缩$燃烧 继续燃烧$冒黑烟 特有香味 不规则焦茶色硬块

氯纶 熔缩 熔融$燃烧$冒黑烟 自灭 刺鼻气味 深棕色硬块

氨纶 熔缩 熔融$燃烧 自灭 特异气味 白色胶状

四!溶解法

溶解法%;)113-<)/:%+073;&是利用纤维在不同化学试剂中的溶解特性不同来鉴别纤维的方

法$表 # 8#’ 为常见纤维的溶解性能! 由于一种溶剂可能溶解多种纤维$因此有时要进行几种

溶剂的溶解试验$才能确认所鉴别纤维的种类! 对于混纺纤维$可用一种试剂溶去一种组分$从

而可进行定量分析! 这种方法操作较简单$试剂准备容易$准确性较高$且不受混纺’染色等影

响$在纤维鉴别’混纺比例的测定与织物分析中被广泛应用!

表 ! "!(#常见纤维的溶解性能

试!剂

’R

氢氧

化钠

@$R

盐酸

B’R

盐酸

E$R

硫酸

F$R

硫酸

A$R

甲酸

冰

醋酸

铜氨

溶液

E’R

硫氰

酸钾

次氯

酸钠

D$R

丙酮

#$$R

丙酮

二甲基

甲酰胺

四氢

呋喃

苯i环

己烷

H@i#

苯酚i四

氯乙烷

HEiA

温度IS 沸 室温 室温 @B C@’ @B CB’ 沸 沸 #D C@@ F$ CFE @B C@’ @B C@’ @B C@’ A’ C’$ @B C@’ A’ C’$ A’ C’$

时间I%)/ #’ #’ #’ @$ #$ #’ @$ B$ #$ @$ B$ B$ @$ #$ B$ @$

棉 N N N N . N N . N N N N N N N N

麻 N N N N . N N . N N N N N N N N

蚕丝 . N . . . N N . N . N N N N N N

羊毛 . N N N N N N N N . N N N N N N

粘胶纤维 N N . . . N N . N N N N N N N N

醋酯纤维 N N . . . . . N / N . . . . N .

锦纶 N . . . . . . N N N N N N N N .

维纶 N . . . . . N N N N N N N N N N

涤纶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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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试剂

’R

氢氧

化钠

@$R

盐酸

B’R

盐酸

E$R

硫酸

F$R

硫酸

A$R

甲酸

冰

醋酸

铜氨

溶液

E’R

硫氰

酸钾

次氯

酸钠

D$R

丙酮

#$$R

丙酮

二甲基

甲酰胺

四氢

呋喃

苯i环

己烷

H@i#

苯酚i四

氯乙烷

HEiA

腈纶 N N N N N N N N . N , N . N N N

氯纶 N N N N N N N , N N N / . C/ . . / CN

偏氯纶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 / N

注!.表示溶解*/表示部分溶解* N表示不溶! 表中的"R#均为相应物质的质量分数!

五!着色法

着色法%;=+%+073;$10.)/ %+073;&是根据各种纤维对某些化学试剂的着色性能不同来迅速

地鉴别纤维的方法! 所用的化学试剂主要是国家标准规定的着色剂%VZ,# 号纤维鉴别着色

剂’碘,碘化钾溶液和锡莱着色剂 c&! 表 # 8#E 为几种常见纤维的着色反应! 该方法适用于

未染色或未经整理剂处理过的单一成分的纤维’纱线和织物!

表 ! "!)#常见纤维的着色反应
"!!#

纤!!维 VZ,# 号纤维着色剂着色 碘,碘化钾溶液着色 锡莱着色剂 c着色

棉 灰 O 不染色 蓝

羊毛 桃红 ’h 淡黄 鲜黄

蚕丝 紫 Bb 淡黄 褐

麻 深紫 ’h%苎麻& 不染色 紫蓝%亚麻&

粘胶纤维 绿 Bh 黑蓝青 紫红

醋酯纤维 艳橙 Bd 黄褐 绿黄

涤纶 黄 b 不染色 微红

锦纶 深棕 Bbh 黑褐 淡黄

腈纶 艳桃红 Ah 褐 微红

丙纶 黄 Aj 不染色 不染色

维纶 桃红 Bh 蓝灰 褐

氯纶 , 不染色 不染色

氨纶 红棕 @b , ,

六!系统鉴别法

纤维种类很多$鉴别的方法很多$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用一种方法有效而准确地鉴别纤

维$必须依靠系统鉴别法%1=10+%);+/0)()4.0)3/ %+073;&才能有效准确地鉴别纤维! 这种方法即

合理地综合运用几种方法$系统地加以分析$获取足够信息以鉴别纤维! 系统鉴别法的一般试

验程序参照图 # 8#@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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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烧
法

燃烧迅速有烧纸味

燃烧时有烧毛发味

纤
维
素
纤
维

显微镜观察法

棉

麻

普通粘胶纤维

富强纤维

铜氨纤维

蛋
白
质
纤
维

显微镜观察法

羊毛

蚕丝

合
成
纤
维

丙纶漂浮

投入水中

不漂浮 丙酮

不溶 冰醋酸 � 沸 	

溶 腈纶

不溶

溶 不溶

氯纶 涤纶

不溶

手
感
目
测
法

未
知
纤
维

石棉

金属纤维

碳纤维

燃烧时熔化，呈透明珠状 玻璃纤维

拉伸 2 倍以上

橡胶

不溶

溶

溶

不燃烧，呈红色

燃烧时熔缩 溶 醋酯纤维

锦纶

溶 氨纶

维纶

不溶

浓硫酸

二甲基甲酰胺

65% 硝酸

37% 盐酸

图 # 8#@!纤维系统鉴别法

纤维鉴别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有熔点法’密度法’荧光法’红外光谱法’Y射线法’M[U法等$

在这不一一列举!

第七节!纱线基础

一!纱!线的基本含义
"!!#

纱’线是由各种纺织纤维纺制的具有一定细度’长度无限的产品! 通常由短纤维互接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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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称为纱%=.,/&$由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纱合并加捻而成的称为线%07,+.;&! 近年来$由于新

工艺’新产品的不断出现$纱线的品种也层出不穷! 多数纱线用作制造织物’绳’带等纺织最终

产品*少数纱线$如缝纫线’刺绣线’装饰用纱线等本身就是纺织最终产品!

根据并合加捻情况$纱线可分为单纱%=.,/&’股线%2-==.,/&与缆线%4.*-+=.,/&等!
%#&单纱! 单根无捻的纱或只经一次加捻的纱! 其中长丝纱又分单丝纱%一根长丝&和复

丝纱%两根或多根长丝并合&*短纤维纱通常需经一次加捻!
%@&股线! 两根或多根单纱并合再经一次加捻而制得的线! 其中长丝股线又称为复合

捻丝!
%B&缆线! 两根或多根纱线%其中至少有一根是股线&并合再经一次加捻制得的线!

用特殊加工方法制成的纱有膨体纱%*6-5+; =.,/&’包芯纱%(.14).0+; =.,/$43,+07,+.;&’变形

纱%0+906,+; =.,/&’花式纱线%(./4==.,/1&等+
%#&膨体纱! 膨体纱是通过化学方法或热处理方法增加了蓬松度的短纤纱! 例如腈纶膨

体纱就是将低收缩纤维和高收缩纤维按一定比例混纺成纱$在松弛状态下经热定型处理$高收

缩纤维遇热收缩多而成为纱芯$低收缩纤维收缩少而卷曲成圈形并处于纱表$从而得到膨体纱!
%@&包芯纱%线&! 由芯线和外包纱包缠而成! 芯纱在纱的中心$通常为强力和弹性较好的

合成纤维长丝%涤纶’锦纶’氨纶等&$外包棉’毛等天然纤维$这样使包芯纱既具有天然纤维的

良好外观’手感’吸湿性和染色性能$又兼有合成纤维的强力’弹性和尺寸稳定性等特性! 以涤

纶为芯$外包粘胶短纤维或棉的包芯纱$穿着舒适’耐用’外观酷似棉$可用作夏令服装’衬衫等

面料! 以弹力纤维或氨纶长丝作芯纱的包芯纱$由于弹性好$由此纱织成的针织物或牛仔裤料$

使人体活动自如$舒适合体! 以涤纶长丝为芯$外包棉纱或粘胶短纤维等纤维素纤维的包芯纱$

利用两者对酸的不同反应$可制成外观特殊的烂花绒织物! 还有以腈纶为芯纱$包覆棉纱所制

成的包芯纱$具有棉织物的舒适性和腈纶的轻暖’柔软! 以涤纶短纤维为芯$外包棉纱或两种色

牢度的棉纱制成的包芯纱$由其制成的服装新颖别致!
%B&变形纱! 变形纱是合成纤维发展后$于最近几年新发展起来的纱线! 它是合成纤维在热

和机械的作用下$或喷射空气的高压喷射作用下$由伸直变成卷曲而形成的! 未经变形的合成纤

维长丝$外观光滑’平直’不膨松$表面无羽毛! 经变形处理后纱线卷曲’膨松$表面有羽毛$手感柔

软$光泽柔和$改善了吸湿性’通气性’保暖性等服用性能! 变形纱的加工方法较多$按加工方法不

同有弹力纱’低弹纱’膨松变形纱和假捻变形纱$锦纶弹力丝’涤纶低弹丝等属于假捻变形纱!
%A&花式纱线! 用两根以上不同粗细’不同原料’不同结构或不同色泽的纱线捻并$或利用

特殊的方法进行捻并制成的特殊形状或结构的股线! 花式线的种类很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层

出不穷$如结子线’螺旋线’圈圈线’彩点线等!

二!纱线的捻度!捻向
"###

!一"捻度

纱线加捻时$两个截面间的相对回转数$称为捻回数! 纱线单位长度内的捻回数称为捻度

%0?)10$符号 -&! 我国棉型纱线采用特克斯制捻度%-0&$它以纱线 #$4%长度内的捻回数表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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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支数制捻度%-+&是以纱线 # 英寸长度内的捻回数表示*精梳毛纱’绢纺纱’化纤长丝采用公制

支数捻度%-%&$是以纱线每米长度内的捻回数表示*粗梳毛纱的捻度可用 #$4%长度内的捻回

数表示$也可用每米长度内的捻回数表示!

捻度影响纱线的强力’延伸性’刚柔性’捻缩率’光泽’手感等指标$从而影响织物性能! 随

着捻度的增加$纱线的紧密度增大$直径变小$在一定范围内强度增高$纱线及由其组成的织物

的手感往往变得硬挺$而捻度低的纱线及其织物的手感却比较柔软蓬松!
!二"捻向

捻向是加捻的方向! 因纤维加捻后在纱条中的倾斜方向不同$可分为"_#捻和"[#捻两种

捻向$如图 # 8#B 所示! 一般单纱常采用 _捻$股线常采用 [ 捻!

股线捻向的生产表示方法是用第一个字母表示单纱捻向$第二个字母表示股线捻向! 经过两次

加捻的股线$第一个字母表示单纱捻向$第二个字母表示初捻捻向$第三个字母表示复捻捻向! 例如

单纱捻向为 _捻$初捻捻向为 [ 捻$复捻捻向为 _捻的股线$捻向以 _[_表示$如图# 8#A 所示!

图 # 8#B!捻向示意图

ZSZ 复捻股线ZS 股线

Z Z

S

Z

SS

Z
Z

Z
Z

图 # 8#A!股线捻向示意图

第八节!织物基础

一般人们习惯将织物分为机织物%梭织物&%?3<+/ (.*,)4&’针织物%5/)00+; (.*,)4&’其他制

品三大类! 机织物是指相互垂直的经纬纱线在织布机上交织而成的各类织物$针织物是指在针

织机上将一定顺序的纱圈相互串套而成的各类织物$其他制品包括非织造布%/3/ 8?3<+/ (.*>
,)4&’编结物%2-.)0(.*,)4&等多种纤维制品!

一!机织物及其基本组织
"###

机织物经’纬纱相互浮沉交织的规律称为织物组织%?+.<+$(.*,)410,6406,+&! 织物组织对织

物的物理机械性能和服用性能影响重大!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三原组织#,,,平纹组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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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纹组织%0?)--?+.<+&和缎纹组织%1.0)/ ?+.<+&! 原组织即基本组织$由原组织组合变

化可得到各种各样的其他组织! 原组织的特点是在一个单位组织循环内$一系统的每根纱线

%经纱或纬纱&与另一系统的纱线%纬纱或经纱&只交织一次!
!一"平纹组织

由两根经纱和两根纬纱组成一个单位组织循环$经’纬纱每隔一根便交错一次! 平纹组织

是所有组织中交错次数最多的一种$织物正反面基本相同$断裂强度较大! 棉织物中的平布’府

绸’麻纱’帆布$毛织物中的凡立丁’派力司$麻织物中的夏布等均属平纹组织!
!二"斜纹组织

斜纹组织至少要有三根经’纬纱才能构成一个组织循环! 斜纹织物表面呈现出由经纱或纬

纱浮点形成的斜向纹路$斜纹向左上方倾斜的称为左斜纹$向右上方倾斜的称为右斜纹! 组织

图中有阴影线的方框代表经浮点$无阴影线的方框代表纬浮点! 织物表面经纱组织点露在布面

上多的称"经面斜纹#$反之则称"纬面斜纹#! 斜纹织物正反面不同$交错次数比平纹织物少$

可增大纱线密度使织物较紧密’厚实’硬挺$因浮线较长而具有较好的光泽! 棉型织物中的卡

其’华达呢$毛型织物中的哔叽等均属斜纹组织!
!三"缎纹组织

在缎纹组织中$有一个系统的纱线%经纱或纬纱&的浮点相距较远$织物表面由另一系统较

长的浮点所覆盖$织物表面主要显露浮点较长的这一系统的纱线$因而形成明显的缎纹! 经纱

浮于织物表面多的称为"经面缎纹#$反之称为"纬面缎纹#! 缎纹组织是三原组织中交错点最

少的一种$织物手感最柔软$强度最低$正面特别平滑并富有光泽$反面则粗糙无光! 棉织物中

的直贡’横贡$毛织物中的贡呢等均属缎纹组织!

二!针织物及其分类

针织物除了像机织物一样按原料’设备与工艺’用途三个方面进行分类以外$由于针织机本

身的不同$可分为纬编针织物和经编针织物两大类!
!一"纬编针织物

纬编针织物%?+(05/)00+; (.*,)4&由纬编针织机编织而成! 即将纱线由纬向喂入针织机的工

作针上$使纱线顺序地弯曲成圈并相互串套而形成的针织物! 它可以是平幅形的$如横机针织

物*也可以是圆筒形的$如圆机针织物! 纬编针织物的横向延伸性较大$有一定的弹性$但脱散

性大$一般用于制作内衣’运动衣’袜类等!
!二"经编针织物

经编针织物%?.,2 5/)00+; (.*,)4&由经编针织机编织而成! 即将一组或几组平行排列的纱

线在经编机的所有工作针上同时弯曲成圈并相互串套而形成的平幅形针织物! 经编针织物延

伸性小$弹性好$脱散性小$宜作外衣’蚊帐’渔网’头巾’花边等!

三!非织造织物及其分类

非织造织物根据其制造原理和方法的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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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毡! 将羊毛通过梳毛机做成薄网状的毛卷$然后整理成平板状$加缩绒剂润湿$经压

紧’搓揉使羊毛产生缩绒而黏结成扁平片状的毛毡!

%@&针刺非织造织物! 采用数千枚特殊结构的钩针$穿过纤维网上下反复穿刺$使纤维忽

上忽下反复转移而相互缠绕’纠结而形成致密的非织造织物!

%B&缝结非织造织物! 用多头缝纫机对纤维网进行多路缝合$形成结构紧密的非织造

织物!

%A&树脂黏着非织造织物! 将合成纤维通过梳棉机或梳毛机做成薄膜状纤维网$重叠到必

要的厚度$再经加热使合成纤维软化黏结或浸入树脂溶液使纤维黏结而形成非织造织物!

%’&纺黏非织造织物! 在合成纤维原液从纺丝头喷出形成长丝的同时$利用静电和高压气

流$使长丝无规则地’杂乱地散落在金属帘子上$然后经过加热辊筒进行热定形即可将长丝黏结

成非织造织物!

复习指导

纺织纤维是纺织品的基础!欲合理制定染整工艺!必须先熟悉纤维的结构和性能" 通过本

章的学习!主要掌握以下内容#

#J了解纺织纤维的分类$纺织纤维的共性"

@J熟悉纺织纤维的结构特征#纤维大分子的分子链结构!聚集态结构!形态结构"

BJ熟悉典型纤维素纤维的结构和性能"

AJ熟悉典型蛋白质纤维的结构和性能"

’J熟悉主要合成纤维的结构和性能"

EJ了解纤维鉴别的方法"

FJ了解纱线$织物基础知识"

DJ了解非织造织物及其分类"

思考题

#J什么是纤维% 纺织纤维应具备什么基本条件%

@J纤维是如何影响纺织品的使用性的%

BJ纤维细度对纺织制品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表征纤维细度的常用指标有哪些%

AJ实际回潮率$标准回潮率$公定回潮率和商业回潮率的含义是什么%

’J简述棉和粘胶纤维的形态结构和超分子结构"

EJ纤维素纤维的溶胀有什么特点%

FJ说明棉纤维丝光前后超分子结构的变化"

DJ分析说明氧化剂对纤维素的作用情况"

LJ了解棉$苎麻$粘胶纤维的弹性!并说明纤维素纤维弹性较差的原因"

#$J影响酸对纤维素作用的因素有哪些% 为什么经酸处理的织物必须彻底洗净% 怎样判



染整概论

&%"""

断纤维素受到的损伤程度%
##J比较棉纤维经酸和氧化作用的相似和相异处!并说明怎样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棉纤维在

漂白过程中所受的损伤程度!为什么%
#@J试述天然纤维素用烧碱溶液处理时!发生剧烈溶胀的主要原因!处理前后性能发生了

哪些主要的变化% 为什么%
#BJ叙述棉$彩色棉$麻$粘胶纤维之间的性能差异"
#AJ与普通粘胶纤维相比!富强纤维$K+/4+-纤维和 Q3;.-纤维分别有什么优点%
#’J竹原纤维和竹浆纤维一样吗%
#EJ蛋白质纤维有哪些%
#FJ了解羊毛$桑蚕丝丝素氨基酸组成的特点!并比较它们分子结构的异同"
#DJ叙述羊毛纤维的形态结构和聚集态结构"
#LJ试了解羊毛纤维的表观性状"
@$J羊毛空间结构有什么特点%
@#J试述永定和过缩现象的原理"
@@J试分析羊毛的缩绒性"
@BJ说明蚕丝的形态结构和超分子结构"
@AJ与丝素相比!丝胶有什么结构特点%
@’J试比较羊毛和桑蚕丝的拉伸性能"
@EJ举例说明羊毛和蚕丝对酸$碱作用的稳定性"
@FJ简述涤纶的优缺点"
@DJ比较普通涤纶与棉纤维的拉伸性能"
@LJ涤纶的弹性和耐磨性怎样%
B$J涤纶为什么染色比较困难% 可采用哪些有效方法%
B#J试了解涤纶对碱$酸$氧化剂和有机溶剂作用的稳定性"
B@J简要说明锦纶 EE 的形态结构和超分子结构"
BBJ分析说明聚酰胺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
BAJ试说明水$酸$碱对锦纶的作用"
B’J说明氧化剂对锦纶的作用!锦纶织物漂白时应该选择哪一类漂白剂"
BEJ试说明聚丙烯腈均聚物中加入第二$第三单体对纤维性能有哪些改进"
BFJ侧序度的定义是什么% 试用侧序度分布描述腈纶的超分子结构"
BDJ说明腈纶的热弹性"
BLJ比较腈纶$锦纶和涤纶的弹性性质!并说明弹性对腈纶纺织品服用性能的影响"
A$J纱与线有什么不同%
A#J什么是三原组织%
A@J针织物可分哪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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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练!漂

第一节!概!述

!!练漂的目的是去除纤维上所含的天然杂质$以及在纺织加工中施加的浆料和沾上的油污

等$使纤维充分发挥其优良品质$并使织物具有洁白的色泽’柔软的性能和良好的渗透性$为染

色’印花’整理提供合格的半成品!

纺织品上所含的杂质一般分成两大类! 一类为天然杂质$如棉纤维’麻纤维上的蜡状物质’

果胶物质’含氮物质’矿物质和色素等*蚕丝里的丝胶’色素等*羊毛纤维中的羊脂’羊汗和植物

性杂质等! 另一类为纺织加工过程中所上的浆料’油剂和沾染的污物等! 上述杂质和浆料等的

存在$不但使纺织品色泽欠白$手感粗糙$而且吸水性差! 练漂主要是去除上述各种杂质$提高

纺织品的服用性能$有利于后续加工的进行! 此外$还包括了一些以改善纺织品品质为目的$又

需要在染色’印花’整理前完成的加工过程$如丝光%%+,4+,)G.0)3/&’液氨处理%-)m6); .%%3/).
0,+.0%+/0&和热定形%7+.01+00)/:&等!

由于纺织品品种很多$有棉’麻’蚕丝’羊毛’化学纤维等制成的各种纺织品! 不同纺织品的

加工要求有差异$采用的设备和生产条件又不尽相同$因此$练漂的工艺也不相同!

棉及棉型织物的练漂$主要包括原布准备’烧毛%1)/:+)/:&’退浆% ;+1)G)/:&’煮练%1436>
,)/:&’漂白%*-+.47)/:&’开轧烘’丝光和液氨处理工序$以去除纤维上的果胶’蜡质’棉籽壳和浆

料等杂质$提高织物的外观和内在质量! 麻及麻型织物的练漂$包括麻纤维的脱胶和麻织物的

煮练’漂白工序$以去除果胶等杂质! 羊毛的前处理$包括洗毛%?33-1436,)/:&’炭化%4.,*3/)>
G)/:&’洗呢%2)+4+1436,)/:&’煮呢%4,.**)/:&’缩呢%%)--)/:&和烘呢定幅工序$以去除羊毛纤维中

的羊脂’羊汗’尘土和植物性杂质$并改善织物手感$提高织物尺寸稳定性! 蚕丝织物前处理$包

括脱胶和漂白工序$以去除生丝中大部分丝胶’色素及其他杂质! 化学纤维织物不含有天然杂

质$只有浆料’油污等$因此练漂工艺比较简单! 对于混纺和交织织物的前处理$要满足各自前

处理加工的要求! 含合成纤维织物都需进行热定形$以提高织物尺寸热稳定性!

第二节!水和表面活性剂

目前染整加工过程中$水和表面活性剂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对染整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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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染整用水要求

染整厂用水量很大$从退浆’煮练’漂白’丝光到染色’印花’整理都要耗用大量的水$其中练

漂用水量约占一半以上! 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和染料’表面活性剂等的消耗$所以$染

整厂必须建立在水源丰富’水质优良的地区!

能大量而又稳定利用的天然水主要是地面水和地下水$通常使用的自来水是经自来水厂加

工后的天然水! 染整厂对水质要求较高$除了无色’无臭’透明’2VHEJB CFJ@ 外$还有以下要

求$见下表!

染整厂对水质要求
"!#

总硬度%以 U.UWB&I%:-]8# $ CE$ 总含固量I%:-]8# 0#$$

氧化铁I%:-]8# 0$J$’ 氯I%:-]8# 0#$

灰分I%:-]8# A$ CE$ 有机物I%:-]8# 0E

天然水因来源不同而含有不同量的悬浮物和水溶性杂质! 悬浮物可以通过静置’澄清或过

滤等方法去除*水溶性杂质种类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钙’镁的氯化物’硫酸盐及酸式碳酸盐等$

它们含量的多少可以用硬度来表示! 天然水的硬度有暂时硬度和永久硬度$但两者比例有所不

同$通常以两者的总和表示$称为总硬度! 由酸式碳酸盐所表示的硬度称为暂时硬度$经过加热

煮沸后$酸式碳酸盐可以分解成不溶性的碳酸盐沉淀出来而被去除! 由钙’镁的氯化物’硫酸

盐’硝酸盐所表示的硬度称为永久硬度$经加热煮沸后也不发生沉淀$仍然保留在水中!

硬水用于染整加工或锅炉都会造成不良后果! 在染整加工方面若使用硬水$当硬水遇到肥

皂时会生成不溶性的钙皂’镁皂而沉积在织物上$不但造成肥皂的浪费$还会造成斑渍沾污织

物$并影响织物的手感和光泽! 硬水还能使某些染料发生沉淀$不但浪费染料$还会造成色泽鲜

艳度差和牢度下降$并易导致染色不匀! 若水中含有较多的铁’铜’锰等离子$不仅影响织物的

白度$还可能在漂白时起催化作用$导致纤维的脆损! 漂洗时使用色度和纯净度差的水$会使漂

后织物发黄! 锅炉中若使用硬水$能在锅体及炉管的内表面形成水垢$降低热传导率$浪费燃

料$严重时还会由于导热不匀$酿成锅炉爆炸事故!

二!水的软化

染整厂用水的水质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都有很大影响$为了保证染整用水的质量$应根

据需要采用适当的方法降低水中钙’镁等离子的含量$这种处理过程称为水的软化!

染整厂用水量很大$若全部使用软水$费用很高$应根据不同用途使用不同水质的水! 例如

水洗用水$硬度中等的水就可以*双氧水漂白时用水玻璃作稳定剂$则可使用较高硬度的水*但

在配制练漂液’染色液或印花色浆液时$以采用软水为宜!

水的软化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化学软化法

化学软化法又称软水剂法$是在水中加入化学药品与水中钙’镁离子作用后$或生成不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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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使之从水中去除$或形成稳定的可溶性络合物!
!%沉淀法#通常使用石灰和纯碱$使水中的钙离子形成 U.UWB沉淀’镁离子形成 Q:%WV& @

沉淀从水中去除$从而降低水的硬度$该法常称为石灰,纯碱沉淀法! 工业上采用石灰,纯碱

法进行软化处理时$可将水与需要量的化学药品在反应器中混合$处理后放出软水$沉淀物可由

反应器底部排出$处理后水呈碱性! 在进行软化处理时$水中的铁’锰盐也可以转变成不溶性的

氢氧化物沉淀而去除!

硬水中只加纯碱$经煮沸也可以降低水的硬度! 但由于 Q:UWB 在水中尚有一定的溶解度$

所以软化程度不高! 磷酸三钠也是常用的软水剂$它能与硬水中的钙’镁离子作用$生成磷酸

钙’磷酸镁沉淀$具有较好的软化效果!
$%络合法#多聚磷酸钠如六偏磷酸钠作软水剂时$它能与水中钙’镁离子形成稳定的水溶性

的络合物$在温度不高的情况下$不再具有硬水的性质$不会使肥皂’染料发生沉淀! 用于络合法

的软水剂效果最好的是有机膦酸钠$如羟基亚乙基二膦酸%VgMP&’氨基三亚甲膦酸%cKQP&!
!二"离子交换法

离子交换法是使用磺化煤或离子交换树脂等交换水中钙’镁等水溶性的离子$以降低水的

硬度!
!%磺化煤#磺化煤有 V型和 O.型两种产品$在 #’$ C#D$S的温度下用浓硫酸处理褐煤

制得的为 V型磺化煤$再用碱处理$则为 O.型磺化煤$两种磺化煤都具有软水作用! 水中钙’

镁离子可分别与磺化煤中的 V\
或 O.\

发生离子交换作用! 磺化煤使用一段时间后$离子交换

能力下降$可用食盐溶液处理使之再生而反复使用!
$%离子交换树脂#离子交换树脂是在合成树脂中引进酸性或碱性基团而制成的! 前者称

为阳离子交换树脂$可交换水中的各种阳离子$如 U.@ \’Q:@ \
等*后者称为阴离子交换树脂$可

3

2表
面

张
力

浓度

1

0

图 @ 8#!各种物质水溶液表面张力

交换水中的各种阴离子$如 [W@ 8
A ’WV8

等! 使用一段时间后$失去活性的阳离子交换树脂可用

VU-溶液使其再生$失去活性的阴离子交换树脂可用 O.WV溶液使其再生! 离子交换树脂的机

械强度较好$化学稳定性优良$交换效率高$使用周期长$正在逐步取代其他的离子交换剂$只是

价格较贵!

!!三!表面活性剂的基本知识
"!$%#

!一"表面活性和表面活性剂

我们将不同物质溶解于水中$其浓度与水溶液表面

张力间存在着如图 @ 8# 所示的关系! 第一类物质是在

较低浓度时$表面张力随浓度的增加而急剧下降%图

@ 8# 中曲线 #&$肥皂及各种合成洗涤剂等的水溶液具

有此类性质*第二类物质是表面张力随浓度的增加而逐

渐下降%图 @ 8# 中曲线 @&$乙醇’丁醇’醋酸等的水溶

液具有此类性质*第三类物质是表面张力随浓度的增加

而稍有上升%图 @ 8# 中曲线 B&$O.U-’dOWB’O.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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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等无机物的水溶液具有此类性质!

原则上讲$凡能使溶液的表面张力降低的物质都具有表面活性$因此第一’第二两类物质称

为表面活性物质$而第三类物质不具有表面活性$称为非表面活性物质! 第一类物质的明显特

点在于其以极低浓度存在于水溶液中$就能显著降低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这类物质称为表面活

性剂! 因为表面活性剂能改变体系的界面状态$从而能产生润湿’洗涤’增溶’乳化’分散’起泡’

消泡等一系列作用! 表面活性剂广泛应用于纺织’染整’食品’采矿及日用化工等各个领域! 在

纺织染整加工中$表面活性剂可用作润湿剂’渗透剂’洗涤剂’乳化剂’分散剂’匀染剂’消泡剂’

固色剂’整理剂等$是染整加工助剂的主要成分!
!二"表面活性剂的分子结构特征

表面活性剂的种类虽然很多$性质也各有区别! 但无论哪种类型的表面活性剂$它们分子

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表面活性剂都是两亲化合物! 其分子结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亲水基疏水基

图 @ 8@!表面活性剂的分子

结构特征示意图

易溶于水$具有亲水性质的极性基团$称为亲水基$又称为疏油

基或憎油基*另一部分是不溶于水$具有亲油性质的非极性基

团$称为亲油基$又称为疏水基或憎水基! 表面活性剂的结构

特征可用图 @ 8@ 表示! 表面活性剂的亲油基一般由长链烃基

构成$结构上差别相对较小$而亲水基的基团种类很多$差别相

对较大!

四!常用表面活性剂的性能

!一"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肥皂#肥皂是最常用的表面活性剂$是高级脂肪酸的钠盐$其通式为 b,UWWO.! 肥

皂具有良好的润湿’乳化’增溶和洗涤性能$其中以洗涤作用最为突出! 肥皂易在水中生物降

解$是环境友好的洗涤剂之一! 肥皂的缺点是对硬水和酸不稳定$遇硬水中的钙’镁离子生成

不溶性的钙皂’镁皂$失去洗涤作用$不但造成浪费$还会影响产品质量$并给染整加工带来困

难!
$%太古油#太古油又名土耳其红油$简称红油! 是蓖麻籽油经硫酸处理及中和所制成的

产品! 太古油因其亲水基团硫酸酯基在疏水基中间$所以洗涤能力较差$但具有较好的润湿’渗

透和乳化能力! 用于棉织物的煮练$利用太古油的乳化性能$将棉纤维上油蜡变成乳化液去除$

可大大提高煮练效果! 太古油中含有多量油脂$整理棉织物时加入太古油$能显著改善棉织物

的手感$增加光泽$避免手感粗糙和由此引起的缝纫时"扎针#’针脚发毛’容易脱落等情况$提

高织物的服用性能!
&%渗透剂 4#渗透剂 K又称快速渗透剂 K$学名为琥珀酸二异辛酯磺酸钠! 渗透剂 K分子

中的亲水基位于疏水基之间$具有良好的渗透性$并且渗透迅速而均匀! 渗透剂 K处理的棉’

麻’粘胶纤维及混纺制品$可不经煮练$直接进行漂白或染色%即生坯漂白和生坯染色&$既节省

工序$又可帮助改善因死棉而造成的染疵! 染色后织物的手感也更柔软丰满!
’%拉开粉 56#拉开粉 hY学名为双异丁基萘磺酸钠! 由于拉开粉 hY在水溶液中形成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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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能力差$所以洗涤效果差$但因分子中的疏水基带有一支链$所以有很好的润湿及渗透性

能! 拉开粉 hY在染整加工中应用较广泛$如在酶退浆’煮练’漂白’染色’印花中经常用作润

湿剂!
(%分散剂 778#分散剂 OOW又名扩散剂 OOW$学名为亚甲基双萘磺酸钠! 主要用作还

原染料’分散染料和可溶性还原染料染色用的分散剂以及印花色浆稳定剂! 分散剂 OOW还是

还原染料’分散染料商品化的分散性填料!
)%烷基苯磺酸钠$95:%#烷基苯磺酸钠是家用洗涤剂的主要成分! 烷基苯磺酸钠对酸’

碱和硬水都很稳定$乳化和洗涤能力较好$主要用作洗涤剂$但洗涤后织物手感较差!
!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按亲水基的不同可分为聚氧乙烯和多元醇两大类! 非离子型表面活

性剂配伍性好$又有很好的润湿’渗透’乳化’增溶和低泡性能$它的用量仅次于阴离子型表面活

性剂! 在染整加工中常用作润湿剂’乳化剂’匀染剂和煮练助剂等!
!%平平加 8#平平加 W又称匀染剂 W或乳化剂 W$是 U#@ CU#D 脂肪醇与环氧乙烷的加成

物! 平平加 W易溶于水$对酸’碱’硬水及重金属盐都很稳定$对各种纤维无亲和力$但对各种

染料有较强的匀染性和缓染性$具有优良的乳化’分散性能! 可与各类表面活性剂和染料同浴

使用! 平平加 W在染整加工中应用较广$可用作匀染剂’缓染剂’乳化剂’洗涤剂’分散剂’剥色

剂’防染剂等$并且易于生物降解!
$%渗透剂 ;<=#渗透剂 l̂U是脂肪醇与环氧乙烷的加成物! 渗透剂 l̂U易溶于水$耐酸’

碱’硬水’次氯酸钠及重金属盐$具有良好的润湿渗透性能$可与各类表面活性剂’染料及树脂初

缩体同浴使用! 在染整加工中渗透剂 l̂U主要用作退浆’漂白’染色及树脂整理中的渗透剂$生

物降解性良好!
!三"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在这类表面活性剂中$绝大部分是有机胺的衍生物! 简单的有机胺的盐酸盐或醋酸盐$都

可以作为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但它有很强的乳化’分散’起泡等作用$特别是有很强的杀菌

力$在染整加工中常用作匀染剂’柔软剂’固色剂’防水剂’抗静电剂’杀菌防霉剂等!
!%匀染剂 !$$+#匀染剂 #@@F 学名为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 匀染剂 #@@F 可溶于

水$耐酸’硬水和无机盐$但不耐碱! 可与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同浴使用$但不能与阴离子染料

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同浴使用! 匀染剂 #@@F 在阳离子染料染腈纶中作为匀染剂$并具有柔软’

平滑和抗静电作用! 此外$还可用作消毒杀菌剂!
$%防水剂 ><#防水剂 Pl学名为亚甲基硬脂酰胺氯化吡啶盐! 防水剂 Pl耐酸和硬水$但

不耐碱及大量的硫酸盐’磷酸盐等无机盐$不耐 #$$S以上高温! 防水剂 Pl具有活性基团$能

与纤维素纤维上的羟基发生化学结合$从而赋予织物耐久的防水性能和柔软性能!
!四"两性表面活性剂

两性表面活性剂主要是指同时兼有阴离子性和阳离子性$在等电点以上和以下的水溶液

中$分别表现出阴离子型和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性能$而在其等电点的水溶液中$则表现出非

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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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表面活性剂毒性低’刺激性小’生物降解性好$能与任何表面活性剂配伍$又有很好的

乳化’渗透’洗涤’杀菌等性能! 在染整加工中用作柔软剂’抗静电剂’金属络合染料的匀染

剂等!

第三节!棉及棉型织物的练漂

一!原布准备

纺织厂织好的布称原布或坯布$原布准备是染整加工的第一道工序! 原布准备包括原布检

验’翻布%分批’分箱’打印&和缝头等工作!
!一"原布检验

原布在进行练漂加工之前$必须先进行检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成品的质量和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原布的数量很大$通常只抽查 #$R左右$也可根据品种要求和原布的

一贯质量情况适当增减$有的工厂也进行 #$$R检验! 检验内容包括原布规格和品质两个方

面! 规格检验包括原布的长度’幅宽’单位面积质量’强力’经纬纱细度和密度等指标*品质检验

主要是指纺织过程中所形成的疵病是否超标$这些疵病包括缺经’断纬’跳纱’油污纱’色纱’棉

结’斑渍’筘条’稀密路及破洞等! 另外还要检查有无硬物$如铜’铁片和铁钉夹入织物! 检验后

发现疵病$应及时加以修理或作出适当的处理$如在品种间作适当的调整! 一般漂布对原布的

油污$色布对原布的棉结’筘条和稀密路要求较严$而花布$由于其花纹能遮盖某些疵病$因此对

原布的外观疵病要求相对低一些!
!二"翻布!分批%分箱%打印"

为了便于管理$常把同规格’同工艺原布划为一类加以分批分箱! 每批数量主要是按照原

布的特性和后加工要求而定! 如煮布锅按锅容量$绳状连续机按堆布池容量! 分箱原则按布箱

大小’原布特性和有利于运送而定$一般每箱 E$ CD$ 匹! 为了便于绳状双头加工$分箱数应为

双数! 卷染加工织物应使每箱布能分成若干整卷为宜!

翻布时将布匹翻摆在堆布板上$做到正反一致$同时拉出两个布头$要求布边整齐$布头不

能漏拉!

为了便于识别和管理$在每箱布的两头或每卷布的两头$打上印记$部位离布头 #$ C@$4%

处$印记标出原布规格’加工工艺’批号’箱号或卷号’发布日期’翻布工代码等! 印油一般常用

红车油与炭黑以 ’i# C#$i# 的比例充分拌匀’加热调制而成! 打印用的印子是木刻或铜制的$

做成活字$以便调换!

每箱布’每卷布都附有一张卡片$称为分箱卡$注明织物的品种’批号’箱号或卷号$便于

管理!
!三"缝头

布匹下织机后的长度一般为 B$ C#@$%$而印染厂的加工多是连续进行的! 为了确保成批

布连续地加工$必须将原布加以缝接! 缝头要求平整’坚牢’边齐$针脚疏密一致$在两侧布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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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4%处还应加密$防止在加工过程中产生开口’皱条’卷边! 如发现坯布有开剪歪斜现象$应

用手撕掉布头后再缝头$防止织物纬斜!

常用的缝接方法有环缝’平缝和假缝三种! 环缝式缝头最常用$其特点是缝接平整’坚牢$

适用于中厚织物$尤其适用于卷染’印花’轧光’电光等加工织物! 但用线量多$约为幅宽的 #B

倍! 缝接时$每个接头要切除约 #4%宽的切口! 在机台$箱与箱之间的布用平缝连接$其特点

是灵活’方便$用线量少$约为幅宽的 BJ@ 倍! 但由于两端布层重叠$在卷染时易产生横档疵病$

轧光’电光时对重型轧辊有损伤! 假缝式缝接较为坚牢$特别适用于稀薄织物的缝接$不易卷

边$用线较省$约为幅宽的 BJE 倍! 但同样存在布层重叠的现象!

缝头用线多为 #AJ’0+9左右的合股强捻线$针脚密度以 B$ 针I#$4%左右为宜
(#) !

二!烧毛

一般棉织物在练漂前都先经烧毛$烧去布面上的绒毛$使布面光洁$并防止在染色’印花时$

因绒毛存在而产生染色和印花疵病! 由于含化学纤维的棉型织物在烧毛时会熔融成熔珠$所以

烧毛可在练漂前进行$也可在染色后进行! 含有聚乙烯醇浆料的棉型织物$遇高温后$浆料分子

的物理结构会发生变化$结晶变大$溶解度降低$这给退浆带来困难$因此烧毛常放在退浆后

进行!

织物烧毛是将平幅织物迅速地通过火焰$或擦过赤热的金属表面$这时布面上存在的绒毛

很快升温而燃烧$而布身比较紧密$升温较慢$在未升到着火点时$即已离开了火焰或赤热的金

属表面$从而达到既烧去绒毛$又不使织物损伤的目的! 烧毛质量评定分 ’ 级$一般织物要求达

到 B CA 级$质量要求高的织物达到 A 级$稀薄织物达到 B 级即可! 另外$烧毛还必须均匀$否则

经染色’印花后便呈现色泽不匀$需重新烧毛!

烧毛前$先将织物通过刷毛箱$箱中装有数对与织物成逆向转动的刷毛辊$以刷去布面粘附

的绒毛’杂物和纱头$并使织物上的绒毛竖立而利于烧毛! 织物经烧毛后$往往沾有火星$如不

及时加以熄灭$便会引起燃烧$所以烧毛后应立即将织物通过灭火槽或灭火箱$将残留的火星熄

灭! 灭火槽内有轧液辊一对$槽内盛有热水或退浆液$布通过时$火星即熄灭! 灭火箱是利用蒸

汽喷雾灭火$所以织物不经过浸轧$干落布$但灭火安全性有时稍差!

烧毛机的种类有气体烧毛机’圆筒烧毛机和热板烧毛机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气体烧毛

机%图 @ 8B&$它可使布上的毛羽容易被烧净$布面纹路清晰光洁! 气体烧毛机的主要机件为火

口! 一般气体烧毛机的火口为 @ CA 个$织物正反面经过火口的次数随织物的品种和要求而定$

可以是一正一反’两正两反或三正一反等! 燃烧气主要有煤气’液化石油气’汽化汽油气 B 种!

为使燃烧气发挥良好的燃烧作用$必须将燃烧气和空气按适当的比例进行混合$正常的火焰应

是明亮有力的淡蓝色! 气体烧毛机的车速一般为 D$ C#’$%I%)/!

粗支厚密织物及低级棉类织物常用接触式的圆筒烧毛机%图 @ 8A&烧毛$可以炭化和去除

棉结%死棉&$改善布面白芯! 圆筒烧毛机圆筒的回转方向与织物运行方向相反$以充分利用赤

热筒面! 烧毛圆筒数量有 # CB 只不等$具有 @ 只圆筒以上者可供织物双面烧毛! 圆筒烧毛机

的运行布速为 ’$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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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物

图 @ 8B!气体烧毛机结构示意图
(A)

#,吸尘风道!@,刷毛箱!B,气体烧毛机火口!A,冷水冷却辊!’,浸渍槽!E,轧液装置

2 3

4
5 6

1

织
物

图 @ 8A!圆筒烧毛机结构示意图
(A)

#,平幅进布装置!@,刷毛箱!B$A,烧毛圆筒!’,浸渍槽!E,出布装置

三!退浆

织物织造前$为了降低经纱断头率$除一些股线’强捻丝及某些变形丝外$经纱一般都要经

过上浆处理$使纱中的纤维黏着抱合起来$并在纱线表面形成一层薄膜$便于织造! 棉织物一般

用淀粉或变性淀粉浆料或淀粉与聚乙烯醇混合浆料上浆$涤棉混纺织物以聚乙烯醇浆料为主$

另外$在浆液中还加有润滑剂’柔软剂’增稠剂’防腐剂等!

经纱上浆率的高低$视品种不同而异$通常是纱支细’密度大的织物上浆率高些$一般织物

的上浆率大约在 AR C#’R$紧密织物如府绸上浆率可高达 @$R! 经过并捻的纱线可以不上浆

或采用 #R CBR的上浆率
(’) !

由于浆料薄膜包住了经纱表面$影响了织物渗透性$阻碍染料等化学品与纤维接触$因此含

有浆料的织物都要进行退浆加工! 退浆是织物练漂的基础$要求把原布上大部分的浆料去除$

以利于煮练和漂白加工$另外退浆时也能去除部分天然杂质! 织物的退浆可根据原布的品种’

浆料的组成情况’退浆要求和工厂设备选用适当的退浆方法$如酶退浆%+/G=%.0)4;+1)G)/:&’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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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浆%.-5.-);+1)G)/:&’酸退浆%.4); ;+1)G)/:&和氧化剂退浆%39);.0)<+;+1)G)/:&等! 退浆后$必须

及时用热水洗净$否则分解产物等杂质会重新凝结在织物上$严重妨碍以后的染整加工过程!
!一"碱退浆

在热碱的作用下$淀粉或化学浆都会发生剧烈溶胀$然后用热水洗去! 棉纤维中的含氮物

质和果胶物质等天然杂质经碱作用也发生部分分解和去除$减轻了煮练的负担!
%#&棉布绳状退浆工艺! 织物先在烧毛机的灭火槽中平幅浸轧温度为 E$ CL$S’浓度为

E C#$:I]的烧碱溶液$接着再绳状浸轧温度为 ’$ CF$S’浓度为 #$:I]左右的烧碱溶液! 然

后$通过自动堆布器堆入保温保湿堆布池中$堆置 E C#@7$最后经绳状水洗机水洗!
%@&棉布平幅退浆工艺! 织物先在烧毛机的灭火槽中平幅浸轧温度为 F$ CD$S’浓度为

’ C#$:I]的烧碱溶液$然后在平幅汽蒸箱汽蒸 E$%)/ 或打卷堆置%’$ CF$S$A C’7&$再进行充

分水洗
(#) !

%B&涤棉织物退浆工艺! 烧毛后经过蒸汽灭火的织物在浸轧机中浸轧温度为 D$S左右’碱

浓度为 ’ C#$:I]’洗涤剂为 #:I]的退浆液$然后在平幅常压汽蒸箱中汽蒸或保温 B$ CL$%)/$

最后经平幅充分水洗!

碱退浆使用广泛$对各种浆料都有退浆作用$可利用丝光或煮练后的废碱液$所以退浆成本

低! 碱退浆对天然杂质的去除较多$对棉籽壳去除所起的作用较大$特别适合于含棉籽壳等天

然杂质较多的原布! 但碱退浆的退浆率较低$约为 ’$R CF$R$退浆废水的 UWM值较高$环境

污染严重! 由于碱退浆时$浆料不发生化学降解作用$水洗槽中水溶液的黏度往往较大$浆料易

重新沾污织物$因此退浆后水洗一定要充分!
!二"酶退浆

酶是一种高效’高度专一’与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具有蛋白质性质的生物催化剂! 淀粉酶

是一种对淀粉的水解有高效催化作用的酶制剂$主要用于淀粉和变性淀粉上浆织物的退浆! 淀

粉酶的退浆率高$不会损伤纤维素$但只对淀粉类浆料有退浆效果$对其他天然浆料和合成浆料

没有退浆作用!

淀粉酶主要有 $8淀粉酶和 " 8淀粉酶两种! $8淀粉酶可快速切断淀粉大分子链内部的

$8#$A 8苷键$催化分解无一定规律$形成的水解产物是糊精’麦芽糖和葡萄糖! 它使淀粉糊的

黏度很快降低$有很强的液化能力$又称为液化酶或糊精酶! " 8淀粉酶从淀粉大分子链的非还

原性末端顺次进行水解$产物为麦芽糖$又称糖化酶! " 8淀粉酶对支链淀粉处的 $8#$E 8苷

键无水解作用$因此对淀粉糊的黏度降低没有 $8淀粉酶来得快!

在酶退浆中使用的主要是 $8淀粉酶$但其中会含有微量的其他淀粉酶如 " 8淀粉酶’支链

淀粉酶和异淀粉酶等! $8淀粉酶分为中温型和高温型两大类$我国长期以来使用的 hl,FE’D

淀粉酶是中温型淀粉酶$该淀粉酶的最佳使用温度为 ’’ CE$S(B) ! 目前商品化的高温型 $8淀

粉酶多为基因改性品种$推荐的最佳使用温度很宽$在 A$ C##$S之间$在高温时退浆效果明

显$特别适合于高温连续化退浆处理
(E) !

酶退浆工艺随着酶制剂’设备和织物品种的不同而有多种形式$如轧堆法’浸渍法’轧蒸法

和卷染法等! 尽管酶退浆工艺有多种$但总的来说$都是由 A 步组成+预水洗’浸轧或浸渍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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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液’保温堆置和水洗后处理
(#$@) !

!%预水洗#淀粉酶一般不易分解生淀粉或硬化淀粉! 预水洗可促使浆膜溶胀$使酶液较

好地渗透到浆膜中去$同时可以洗除有害的防腐剂和酸性物质! 因此在烧毛后$应先将原布在

D$ CL’S的水中进行水洗! 为了提高水洗效果$可在洗液中加入 $J’:I]的非离子型表面活

性剂!
$%浸轧或浸渍酶退浆液#经过预水洗的原布$在 F$ CD’S和微酸性至中性%2V值为’J’ C

FJ$&的条件下浸轧或浸渍酶液! 所用酶制剂的性能不同$浸轧或浸渍的温度和 2V值也不同!

酶的用量和所用的工艺有关$一般连续化轧蒸法的酶浓度应高于堆置和轧卷法! 织物的带液率

控制在 #$$R左右!
&%保温堆置#淀粉分解成可溶性糊精的反应从酶液开始接触浆料就发生了$但淀粉酶对

织物上的淀粉完全分解需要一定的时间$保温堆置可以使酶对淀粉进行充分水解! 堆置时间与

温度有关$温度的选择视酶的耐热稳定性和设备条件而定! 织物在 A$ C’$S下堆置需要 A C
E7$高温型淀粉酶在 #$$ C##’S下汽蒸只需要 #’ C#@$1! 轧堆法将织物保持在浸渍温度%F$ C
F’S&下卷在有盖的布轴上或放在堆布箱中堆置 @ CA7$堆置温度低时需堆置过夜! 浸渍法多

使用喷射’溢流或绳状染色机进行退浆! 轧蒸法是连续化的加工工艺$适合于高温酶$可在D$ C
D’S浸轧酶液$再进入汽蒸箱$在 L$ C#$$S汽蒸 # CB%)/$或在 D’S浸轧酶液$在 #$$ C##’S

汽蒸 #’ C#@$1! 一般卷染机退浆先在浸渍温度下卷绕 @ CA 道$再逐步升高温度 #’ C@$S卷绕

@ CA 道$总处理时间取决于交替卷绕的次数
(#) !

’%水洗后处理#淀粉浆经淀粉酶水解后$仍然粘附在织物上$需要经过水洗才能去除! 因

此酶处理的最后阶段$要用洗涤剂在高温水中洗涤$对厚重织物可以加入烧碱进行碱性洗涤$以

提高洗涤效果! 轧堆法’浸渍法可用 L$ CL’S’含 #$ C#’:I]洗涤剂或烧碱的水进行洗涤$轧

蒸法的洗涤条件应更剧烈一些$采用 L’ C#$$S和 #’ CB$:I]的洗涤剂或烧碱洗涤!
!三"酸退浆

在适宜的条件下$稀硫酸能使淀粉等浆料发生一定程度的水解$转化为水溶性较大的产物

而被去除! 处理的温度’时间和酸浓度要严格控制好$工艺条件要尽量温和$以减轻棉纤维的损

伤! 为了减轻棉纤维损伤而又达到较好的退浆效果$酸退浆常与酶退浆或碱退浆联合使用! 酸

退浆一般工艺是将经过酶或碱退浆’充分水洗’脱水的湿棉织物$浸轧稀硫酸溶液%浓度 A CE:I
]’温度 A$ C’$S&$保温堆置 A’ CE$%)/$最后充分水洗!

酶,酸退浆和碱,酸退浆除了具有良好的退浆作用外$还能使棉籽壳膨化$去除部分矿物

质$提高织物的白度$因此$特别适用于含杂质较多的棉织物!
!四"氧化剂退浆

在氧化剂的作用下$淀粉’聚乙烯醇等浆料发生氧化’降解直至分子链断裂$溶解度增大$经

水洗后容易被去除! 用于退浆的氧化剂有双氧水’亚溴酸钠’过硫酸盐等!

氧化剂退浆主要有冷轧堆和轧蒸两种工艺! 冷轧堆的工艺流程是+室温浸轧)打卷)室温

堆置%@A7&)高温水洗$一般使用过氧化氢作为退浆剂! 当织物上含浆率高或含有淀粉与 Pfc

混合浆时$则使用过氧化氢与少量的过硫酸盐混合氧化剂进行退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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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蒸一般单独使用过氧化氢或过硫酸盐进行退浆! 过氧化氢轧蒸退浆的工艺流程为+浸轧

退浆液%#$$RO.WVA CE:I]$@FJ’RV@W@#$ C#@:I]$渗透剂 @ CA:I]$稳定剂 B:I]$轧余率

L$R CL’R$室温&)汽蒸%#$$ C#$@S$#$%)/&)水洗!

过氧化氢与少量的过硫酸盐混合也可以用作冷轧堆工艺进行退浆! 冷轧堆工艺是在室温

下的加工过程$反应温度低$所用化学药品的浓度较高! 冷轧堆工艺省去了相应的设备投资$节

约能源’水和人力资源$占地面积小$适应小批量生产$工艺简单而且白度高! 实际生产中$可在

烧毛后%干进布&或预洗后%湿进布&浸轧氧化剂溶液! 如果是湿进布$应采用较高的轧余率!

原布的疏水性较高$在氧化剂退浆液中需加入高渗透和润湿性的’具有良好乳化和分散能力的

表面活性剂! 烧毛车速很快$在烧毛机的灭火槽中浸轧退浆液时$可加入少量的消泡剂! 为了

防止布卷的表层和边缘风干$浸轧打卷后要用塑料薄膜将布卷包住$并保持布卷在堆置期间一

直缓慢旋转$以防止布卷上层溶液向下滴落而造成处理不匀!

氧化剂退浆多在碱性条件下进行$过氧化氢在碱性条件下不稳定$分解形成的过氧化氢负

离子具有较高的氧化作用$因此氧化剂退浆兼有漂白作用! 使用过氧化氢退浆时要加入稳定剂

如硅酸钠’有机稳定剂或螯合剂等!

氧化剂退浆速率快$效率高$退浆率可达到 L$R CLDR$织物白度增加$退浆后织物手感柔

软! 它的缺点是在去除浆料的同时$也能使纤维素氧化降解$如果工艺条件控制不好$要损伤棉

织物! 因此$氧化剂退浆工艺一定要严格控制好!

四!煮练

!一"碱煮练

棉织物经过退浆后$大部分浆料’油剂及小部分天然杂质已被去除$但棉纤维中大部分天然

杂质$如蜡状物质’果胶物质’含氮物质’棉籽壳及部分油剂和少量浆料等还残留在棉织物上$使

棉织物布面较黄$吸水性和手感很差! 同时$由于有棉籽壳’碎屑的存在$大大影响了棉织物的

外观质量$不能适应染色’印花加工的要求! 为了使棉织物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和一定的白度$有

利于印染过程中染料的吸附’扩散$在退浆以后$还要经过煮练$以去除棉纤维中大部分天然杂

质$同时也去除未退净的浆料和油剂
(@$F) !

棉织物煮练质量常用毛细管效应%简称毛效&来衡量织物渗透性$将棉织物一端垂直浸在

水中$测量 B$%)/ 内水上升的高度$一般要求毛效在 D C#$4%以上$并且要匀! 也可用蜡状物质

的残留含量来反映煮练的效果$一般要求残留含量在 $J@R左右$过多的蜡状物质存在于织物

上$将影响织物的渗透性能! 另外$煮练后织物的白度要有一定提高$检查织物外观$棉籽壳要

基本去净$少量未去除棉籽壳要充分膨化! 一般用以上指标来综合衡量煮练质量的优劣!
!%煮练用剂及其作用

!$##棉织物煮练以烧碱为主练剂$根据需要还加入一定量的表面活

性剂’亚硫酸钠’硅酸钠’软水剂等助练剂!

烧碱在高温下能使果胶物质和含氮物质水解成可溶性的物质而去除$使蜡状物质中的脂肪

酸一类物质皂化’溶解$再经水洗去除$生成的脂肪酸钠是煮练液中乳化剂来源之一! 另外$棉

籽壳在碱煮过程中发生溶胀$变得松软$与织物的附着力降低$再经水洗和搓擦$棉籽壳解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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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下来!

棉织物坯布含有蜡状物质’果胶物质等天然杂质$润湿性很差$为了提高其润湿性$有利于

碱液的渗透$往往加入一些表面活性剂! 表面活性剂能降低表面张力$起润湿’净洗和乳化等作

用! 在表面活性剂的作用下$煮练液润湿织物$并渗透到织物内部$有助于杂质的去除$提高煮

练效果!

肥皂是煮练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具有良好的润湿’乳化和净洗作用! 但遇硬水$会生成不

溶性的钙皂或镁皂$易在织物上形成斑渍! 因此$在使用肥皂时$必须加入少量软水剂$如磷酸

盐或纯碱!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型表面活性剂具有润湿’渗透’乳化’分散’净洗和螯合等

多种优良特性$并且耐碱’耐高温和耐电解质$尤其在碱性溶液中易溶解$常用于煮练加工中!

平平加 W是性能良好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与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拼混使用$具有协同效应$

能进一步提高煮练效果!

亚硫酸钠有助于棉籽壳的去除$因为它能使木质素变成可溶性的木质素磺酸钠$又能使蛋

白质和果胶物质发生水解变成氨基酸等有机酸钠盐$溶解于碱液中! 这种作用对于含杂质较多

的低级棉煮练尤为显著! 亚硫酸钠还具有还原性$可以防止棉纤维在高温带碱情况下被空气氧

化而受到损伤! 亚硫酸钠在高温条件下$有一定漂白作用$可以提高棉织物的白度!

硅酸钠俗称水玻璃或泡花碱$易溶于水$在水中呈碱性$具有净洗和扩散作用$在煮练时$

能吸附铁质防止棉织物上产生锈斑和锈渍! 硅酸钠还能吸附棉纤维中天然杂质的分解产物$

使织物的渗透性和白度得到提高! 但用量不能过多$否则会引起织物毛细管效应下降和手感

变硬!
$%煮练工艺及设备#棉织物煮练工艺$按织物进布方式可分为绳状煮练和平幅煮练$按设

备操作方式可分为间歇式煮练和连续汽蒸煮练!
%#&煮布锅煮练! 煮布锅是一种劳动强度大的间歇式煮练设备$织物一般以绳状形式进行

加工! 因为这种设备去杂效果好$煮练匀透$灵活性大$特别是对一些紧密织物$效果更为显著$

至今棉织物的煮练仍在使用! 但由于它是间歇式操作$因此劳动生产效率较低!

一般轻薄和中等厚度的棉织物$浸轧 #$ C#’:I]烧碱溶液后置于煮布锅内$加入对织物质

量 @J’R CAR的烧碱! 为了提高煮练效果$往往还加入适量精练剂’水玻璃和亚硫酸钠! 随后

升温$以汽排气 #7 后$在 $J#LEQP.的压力下%锅内温度 #@$ C#B$S&$练液循环煮练 B CE7$停

止加热$降温到 L$S后$放出废液$然后用热水和冷水充分淋洗$出锅后在绳状水洗机上作进一

步水洗! 厚密的棉织物由于煮练不易匀透$必须适当增加烧碱和助剂的用量$并适当延长煮练

时间!

煮布锅以立式为多$由直立的钢质圆筒形锅身’加热器以及循环泵组成$如图 @ 8’ 所示!

煮布锅内的上部有淋洒管$离锅底不远处装有假底%有许多小孔的铁板&$假底上堆有卵石$假

底下面装有直接蒸汽管可以加热$作为煮练开始时加热煮练液用! 棉织物堆在卵石上$这样布

匹就不会将假底上的小孔塞没! 锅身上有气压表’安全阀’排气管和液位指示计$下部有排液

管! 加热器上下端分别与锅身上下相通$内有数十根管子$管内通煮练液$管外通蒸汽加热$练

液由锅身的下部通过循环泵抽入加热器$经加热器后再经淋洒管喷入锅内$煮练过程中$练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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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立式高压煮布锅示意图

#,锅体!@,锅盖!B,喷液盘管!A,卵石!’,花铁板假底!E,列管式加热器!F,离心泵

D,液位管!L,压力表!#$,安全阀!##,蒸汽进口!#@,冷凝水出口

这样不断循环$以达到均匀煮练去杂目的! 检验煮练是否完成$除严格按照工艺规定操作外$还

可以通过测定锅内煮练残液含碱量来判断$当测得含碱量为 @ CB:I]$并能稳定 #7 左右$即可

认为煮练完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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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E! 形̂箱式绳状连续汽蒸练漂机

#,织物!@,蒸汽加热器!B,导布辊!A,摆布架!’,饱和蒸汽

%@&绳状连续汽蒸煮练!

%常压绳状连续汽蒸煮练! 棉织物经过退浆后$便进入常压绳状连续汽蒸练漂机%一般双

头&进行加工$其设备如图 @ 8E 所示! 由于此机的汽蒸容布器呈" #̂形$所以称 形̂箱式绳状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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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汽蒸练漂机! 形̂箱体呈一定倾斜度$箱内衬光滑的不锈钢板$使其具有良好的光滑度$以防

织物被擦伤! 本机最大特点是快速$车速常为 #A$%I%)/$生产效率高! 其煮练工艺流程为+轧

碱)汽蒸)%轧碱)汽蒸&)水洗%@ CB 次&!

中等厚度的棉织物$在绳状浸轧机上浸轧热碱液%烧碱 @’ CB$:I]$表面活性剂 B CA:I]&$

轧液率 #@$R C#B$R$温度 F$ CD$S$然后由管形加热器通入饱和蒸汽$再由小孔分散喷射到

织物上$使织物的温度迅速升到 L’ C#$$S$接着通过导布装置和摆布装置$织物均匀堆置于 ^

形箱中$保温堆置 # C#J’7$使杂质与烧碱充分作用$以达到除杂的目的! 最后$织物进入水洗

槽水洗! 为了使煮练效果更为匀透$在水洗前可再进行一次轧碱和汽蒸!

由于织物是以绳状进行加工$堆积于 形̂箱内沿其内壁滑动时极易产生擦伤和折痕$因此

卡其等厚重织物不宜采用! 此外$涤棉混纺织物也不宜采用$因为涤纶属于热塑性纤维$在高温

中形成的绳状折痕很难去除! 另外$稀薄织物易产生纬斜和纬移$也不宜采用!

&低张力绳状连续汽蒸煮练! 低张力绳状连续汽蒸练漂机由四个相同单元组成$各个单元

分别由两台低张力绳洗机%图 @ 8F&’绳状浸渍槽%图 @ 8D&’ 形̂箱组成$此设备是单头加工!

棉织物浸轧 @$:I]左右烧碱后$汽蒸 E$ CL$%)/$然后水洗! 由于棉织物运行时张力很低$这样

从根本上解决了紧式加工时织物伸长大且易产生绳状折痕’纬斜’纬移及擦伤等疵病$适合于各

种规格棉及棉型织物的煮练! 织物运行速度 #$$ C#D$%I%)/$生产效率高!

1

3

2

!!!!图 @ 8F!低张力绳洗机
(@)

!!!!#,槽轮!@,底辊!B,导布器

2
1

图 @ 8D!绳状浸渍槽
(@)!!!!

#,惰性辊!@,出布轧辊!!!!

%B&常压平幅汽蒸煮练! 常压平幅汽蒸煮练的工艺流程为+轧碱)汽蒸)水洗$干布轧碱$

碱液浓度一般为 @’ C’$:I]$湿布轧碱$碱液浓度可提高到 A$ CD$:I]!

常压平幅汽蒸煮练设备的类型较多$按汽蒸箱形式不同有履带式’b形式’ 形̂箱’轧卷式’

叠卷式和翻板式蒸箱!

%履带式汽蒸煮练! 履带式汽蒸箱%图 @ 8L&有单层和多层两种! 织物经平幅浸轧碱液后

进入箱内$先经蒸汽预热$再经摆布装置疏松地堆置在多孔的不锈钢履带上$缓缓向前运行! 与

此同时$继续汽蒸加热! 织物堆积的布层较薄$因此$横向折痕’所受张力和摩擦都较小$目前一

般稀薄’厚重和紧密棉织物都采用该设备!

履带式汽蒸箱除采用多孔不锈钢板载运织物外$还有用间距很小的小辊筒来载运织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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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L!履带式汽蒸箱
(B)

#,织物!@,摆布器!B,加热区

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组织规格织物的煮练加工$可将导辊与履带组合使用$构成导辊,履带式汽

蒸箱%图 @ 8#$&! 箱体上方有若干对上下导布辊$下方有双层松式履带$箱底可储液! 织物可

单用导布辊%紧式加工&或单用履带%松式加工&$也可导布辊和履带合用! 所以该设备汽蒸作

用时间可在 $J’ C@7 很大范围内调节$使用较灵活$适用于不同品种的织物煮练!

图 @ 8#$!导辊,履带式汽蒸箱

1

32 4

图 @ 8##!b形汽蒸箱示意图
(F)

#,落布架!@,织物

B,中心圆孔辊!A,网状传送带

&b形汽蒸煮练! b形汽蒸箱是由半圆形网状

输送带和中心大圆孔辊组成$如图 @ 8## 所示! 其容

布量随着大圆孔辊直径的大小而定$有 @$$$ CD$$$%

不等! 在网状输送带与圆孔辊之间有一支撑板$开始

进布时呈水平状态$受热织物经摆布装置按一定宽度

规则地落下$堆置一定高度时$支撑板即绕中心按逆

时针方向逐渐转动$板上的织物有条不紊地堆置在网

状输送带上$织物被圆孔辊和网状输送带夹持着前

进! 圆孔辊轴以下是煮沸溶液部分$可以储放工作

液$也可不放任何液体$由直接蒸汽管供给蒸汽对织

物进行汽蒸!
b形汽蒸练漂机结构紧凑$采用液体煮沸$煮练

效果好$堆布整齐$出布顺利$但有时织物仍有横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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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A&其他设备煮练! 常压卷染机’常压溢流染色机’高温高压大染缸’高温高压溢流喷射染

色机$这些设备可以染色$也可以用来煮练$只要选用合适的工艺$可以达到良好的煮练效果!
!二"棉织物的生物酶前处理

近十几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棉织物的生物酶精练已取得了许多进展! 大量试验结

果表明$利用酶的高效性’专一性和反应条件的温和性替代高温强碱精练是可能的! 在棉织物

生物酶精练的研究中$多采用单独用果胶酶或果胶酶与纤维素酶等混合酶的工艺! 与碱精练相

比$酶精练用水少$约为碱精练的 ’$R$处理废水对环境的污染少$UWM值和 hWM值约为碱精

练的 @’R CF’R$但精练效果如吸水性略差一些$特别是对棉籽壳的去除效果较差!
!%酶精练的原理

!!##棉纤维中的蜡状物质’果胶等杂质主要存在于棉纤维的表皮层和初

生胞壁中$在棉纤维表面有许多微孔和裂缝$能使酶液渗透进去$接触到杂质并将其降解! 在果

胶酶的精练中$一般要加入表面活性剂作为助练剂! 果胶酶先与果胶形成复合物$然后$与这个

复合物反应$使其变成水溶性产物而从纤维上溶解下来! 纤维表面层的果胶和蜡状物质是相互

附生的$果胶具有将蜡状物质粘附在纤维中的功能! 随着果胶从纤维表面的表皮层和初生胞壁

中溶解下来$残留的蜡状物质结构发生松动$很容易与表面活性剂接触而被乳化去除! 处理温

度对蜡的乳化非常重要$蜡的熔点在 F$S左右$必须高于此温度$才能使棉蜡乳化! 目前所用

的果胶酶多为中温型$处理温度多在 A$ CE’S之间! 在酶精练时处理温度为 E’S$处理后将温

度提高到 D$S对蜡状物质的去除效果有一定提高$将温度升高到 #$$S左右时$纤维的吸水性

有较大提高! 为了提高酶的去杂能力$曾研究过将果胶酶分别与纤维素酶’脂肪酶和蛋白酶混

合用于棉织物的精练$但其精练效果与碱精练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果胶酶是能分解果胶的一类酶$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果胶酯酶! 分解聚半乳糖醛酸甲酯中的酯键$使果胶水解成聚半乳糖醛酸!
%@&聚半乳糖醛酸酶! 切断聚半乳糖醛酸中的 $8#$A 苷键$又分为端解酶和内切酶! 端

解酶从聚半乳糖醛酸的末端切断 $8#$A 苷键$形成 M8半乳糖醛酸! 内切酶从聚半乳糖醛酸

的分子内部切断 $8#$A 苷键$生成低聚半乳糖醛酸!
%B&果胶裂解酶! 发生 " 8消除反应$分裂聚半乳糖醛酸的 $8#$A 苷键$生成 UA CU’的不

饱和糖!
%A&原果胶酶! 能将植物细胞彼此分开%离析&$使不溶性的原果胶水解为水溶性的果胶!

原果胶酶分为 c型和 h型两种$c型原果胶酶直接作用于原果胶的内部位置$切断原果胶中的

聚半乳糖醛酸分子链$h型原果胶酶从原果胶的末端位置切断其与细胞壁组分的联接$而使果

胶从纤维素分子上分离!
$%酶精练工艺#棉织物的生物酶精练可以采用间歇式’半连续式和连续式等方式进行!

由于目前的果胶酶多为中温型酶$处理温度在 A$ CE’S之间$需要较长的处理时间$而且机械

外力有助于果胶的水解和棉蜡的乳化! 因此$在溢流’喷射或绞盘染色机上进行的间歇式煮练$

效果好于半连续式或连续式的! 酸性果胶酶的最适 2V值在 AJ$ CEJ’ 之间$碱性果胶酶的最适

2V值在 L C#$ 之间! 目前市场上已有高温型的果胶酶出现$因此可采用浸轧和 #$$S汽蒸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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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化生产酶精练工艺! 如可以使用淀粉酶和果胶酶的混合试剂$在 ’$ C’’S和 2V值为 ’J$ C
EJ’ 的条件下浸轧$#$$S汽蒸 # C@%)/$L$S以上高温水洗! 此工艺称为酶退浆和精练一步法

工艺!

五!漂白

棉织物煮练后$杂质明显减少$吸水性有很大改善$但由于纤维上还有天然色素存在$其

外观尚不够洁白$除少数品种外$一般还要进行漂白$否则会影响染色或印花织物色泽的鲜艳

度! 漂白的目的在于破坏色素$赋予织物必要的和稳定的白度$同时要求纤维不受到明显的

损伤!

棉纤维中天然色素的结构和性质$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但它的发色体系在漂白过程中能被

氧化剂破坏而达到消色的目的! 目前用于棉织物和涤棉织物的漂白剂主要有过氧化氢’次氯酸

盐和亚氯酸钠$其工艺分别简称为氧漂’氯漂和亚漂! 使用上述漂白剂漂白时$必须严格控制工

艺条件$否则纤维会被氧化而受到损伤!

漂白方法有浸漂’淋漂和轧漂三种$漂白方式有平幅与绳状$松式与紧式$连续与间歇之分!

根据织物品种的不同及对白度要求不同$可采用氧漂,氧漂’氯漂,氧漂和亚漂,氧漂等不同

漂白布生产工艺!
!一"过氧化氢漂白!7=;,3:+/ 2+,39);+*-+.47)/:"

过氧化氢是一种比较缓和’性能优良的漂白剂$过氧化氢漂白产品的白度较高$而且比较稳

定$不易泛黄$漂白织物手感较好$纤维损伤较小! 在氧漂过程中无有害物质产生$有利于劳动

保护$属于环境友好的漂白剂! 氧漂在碱性中进行$温度又高$能去除部分棉籽壳等天然物质$

因此对退浆和煮练要求相对较低$有利于练漂过程的连续化! 过氧化氢可用于棉及棉型织物的

初漂和复漂$也可用于蛋白质纤维或合成纤维织物的漂白!
!%过氧化氢溶液性质#过氧化氢又名双氧水$是一种弱二元酸$在水溶液中电离成氢过氧

离子和过氧离子! 在强碱性和强酸性条件下$过氧化氢溶液的稳定性很差$商品双氧水呈弱酸

性! 影响过氧化氢溶液稳定的因素有很多$某些金属如 U6’l+’Q/’O)离子或金属屑$还有酶和

极细小的带有棱角的固体物质$如灰尘’纤维屑’粗糙的容器壁等都对过氧化氢的分解有催化作

用$不但降低过氧化氢溶液的有效浓度$催化分解的产物$还要引起纤维素纤维的严重损伤! 因

此$在用过氧化氢漂白时$为了获得良好的漂白效果$又不使纤维过度损伤$在漂液中一定要加

入适量的过氧化氢稳定剂!
$%过氧化氢漂白工艺

!$##
%#&轧漂蒸工艺流程! 室温浸轧漂液%带液率 #$$R&)汽蒸%L’ C#$$S$B$ CL$%)/&)

水洗!

含水玻璃的漂液组成+V@W@ %#$$R&B CE:I]$水玻璃%密度 #JA:I4%B&’ C#$:I]$渗透剂

# C@:I]$硅垢分散剂# C@:I]$2V值 #$J’ C#$JD!

水玻璃是常用的氧漂稳定剂$其稳定作用佳$织物白度好! 水玻璃本身是碱剂$对漂白的

2V值有缓冲作用! 但水玻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在连续高温生产过程中会生成坚硬’难溶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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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物$俗称为硅垢$若沉积在设备上$会造成织物皱条’擦伤和手感粗硬$同时也给清洁工作带来

麻烦! 沉淀物进入织物内部$会影响织物的手感! 除水玻璃外$有许多过氧化氢非硅稳定剂$主

要是金属离子的螯合剂’高分子物吸附剂’镁盐等或它们的复配物$但价格比水玻璃高得多! 也

有的工厂把非硅稳定剂与水玻璃配合使用$减少硅酸钠的用量!

不含水玻璃的漂液组成+V@ W@ %#$$R& B CE:I]$稳定剂 OU,E$AA:I]$精练剂 OU,E$@
#:I]$2V值 #$ C##!

连续汽蒸漂白常在平幅连续练漂机上进行$如履带式蒸箱等$间歇的轧卷式练漂机也可

采用!
%@&冷堆法漂白工艺! 在完全没有氧漂汽蒸设备的条件下$要进行氧漂$可采用冷堆法!

冷堆法一般采用轧卷装置$用塑料薄膜包覆好$不使织物风干$在一种特定的设备上保持慢速旋

转%’ CF,I%)/&$以防止工作液积聚在布卷的下层$造成漂白不匀! 冬季适当通入一定量蒸汽$

保持一定的温度$可提高漂白的均匀性和生产效率!

工艺流程+室温浸轧漂液)打卷)堆置%#A C@A7$B$S左右&)充分水洗! 漂液组成+V@W@

%#$$R&#$ C#@:I]$水玻璃%密度 #JA:I4%B&@$ C@’:I]$硅垢分散剂 # C@:I]$过硫酸铵 A CD:I
]$2V值 #$J’ C#$JD!

%B&卷染机漂白工艺! 在没有适当设备的情况下$对于小批量及厚重织物的氧漂$可在不

锈钢的卷染机上进行! 需要注意的是蒸汽管也应采用不锈钢管!

工艺流程+冷洗 # 道)漂白 D C#$ 道%L’ CLDS&)热洗 A 道%F$ CD$S$两道后换水一

次&)冷洗上卷! 漂白液组成+V@W@%#$$R&’ CF:I]$稳定剂 OU,E$A A C’:I]$渗透剂 @ CA:I
]$2V值 #$J’ C#$JD!

过氧化氢漂白还可以在间歇式的绳状染色机’溢流染色机中进行!
!二"次氯酸钠漂白!13;)6%7=2347-3,)0+*-+.47)/:"

次氯酸钠是强氧化剂$漂白成本低$工艺简单$但次氯酸钠对棉纤维共生物的去除能力很

弱$因此必须有较好的退浆和煮练效果$"重煮轻漂#$否则会加重漂白的负担$影响棉纤维强

力! 漂白产品的白度不如过氧化氢漂白高$脱氯不尽易泛黄! 目前氯漂工艺逐步被淘汰$改用

氧漂工艺!
!%次氯酸钠溶液性质#次氯酸钠是强碱弱酸盐$在水溶液中能水解$产生的 VWU-要电离$

遇酸则要分解! 次氯酸钠溶液主要成分有 U-W8’VU-W’U-@$各部分含量随 2V值而变化$次氯

酸钠漂白的主要成分是 VU-W和 U-@!

次氯酸钠溶液的浓度用有效氯来表示! 有效氯是指次氯酸钠溶液加酸后释放出氯气的数

量$商品次氯酸钠含有效氯约 #$R C#’R!
$%次氯酸钠漂白工艺

!$##
%#&绳状连续轧漂工艺! 绳状浸轧次氯酸钠溶液%有效氯 # C@:I]$带液率 ##$R C#B$R&

) 形̂箱堆置%B$ CE$%)/&)冷水洗)轧酸%V@ [WA 或 VU-@ CA:I]$A$ C’$S&)堆置%#’ C
B$%)/&)水洗)中和%O.@UWB B C’:I]&)温水洗)脱氯%硫代硫酸钠 # C@:I]&)水洗!

%@&平幅连续轧漂工艺! 平幅浸轧漂液%有效氯 B C’:I]&) 形̂箱平幅室温堆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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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脱氯)水洗!
%B&平幅连续浸漂工艺! 平幅浸轧漂液 %有效氯 B C’:I]&)浸漂 %有效氯 B CA:I]$

#$%)/&)浸漂%有效氯 #J’ C@J’:I]$#$%)/&)水洗)脱氯)水洗!

棉织物经次氯酸钠漂白后$织物上尚有少量残余氯$若不去除$将使纤维泛黄并脆损$对某

些不耐氯的染料如活性染料有破坏作用! 因此$次氯酸钠漂白后必须进行脱氯$脱氯一般采用

过氧化氢’亚硫酸氢钠和硫代硫酸钠等还原剂!

由于许多重金属或重金属化合物对次氯酸钠具有催化分解作用$使纤维受损$其中钴’镍’

铁的化合物催化作用最剧烈$其次是铜! 因此$漂白设备不能用铁质材料$漂液中也不应含有铁

离子! 一般氯漂用塑料’石料或陶瓷作加工容器! 另外$次氯酸钠漂白应避免太阳光直射$防止

次氯酸钠溶液迅速分解$导致纤维受损!
!三"亚氯酸钠漂白!13;)6%47-3,)0+*-+.47)/:"

亚氯酸钠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氧化剂$亚氯酸钠漂白产品的白度好$达到洁白晶莹透亮$手感

也很好$而对纤维损伤很小$去杂效果比过氧化氢和次氯酸钠好$特别是去除棉籽壳能力尤为显

著! 因此$亚漂对退浆和煮练要求较低$对涤纶等合成纤维有较好的漂白作用! 但在酸性条件

下亚氯酸钠会释放出 U-W@有害气体$侵害人的呼吸道和眼黏膜$严重时还会造成死亡事故$需

要有良好的防护措施! 另外$亚漂成本比较高!
!%亚氯酸钠溶液性质#亚氯酸钠的水溶液在碱性介质中稳定$在酸性条件下不稳定$要发

生分解反应! 亚氯酸钠溶液主要组成有 U-W8
@ ’VU-W@’U-W@’U-W

8
B ’U-

8
等! 一般认为 VU-W@ 的

存在是漂白的必要条件$而 U-W@ 则是漂白的有效成分! U-W@ 含量随着溶液 2V值的降低而增

加$漂白速率也加快$但 U-W@是毒性很大的气体$因此在亚氯酸钠漂白时$必须加入一定量的活

化剂$在开始浸轧漂液时近中性$在随后汽蒸时$活化剂释放出 V\$使漂液由碱性转变成弱酸

性$2V值下降到 ’J’ 以下$促使 O.U-W@ 较快分解出 U-W@ 而达到漂白的目的! 常用的活化剂是

有机酸与潜在酸性物质$如六亚甲基四胺’乳酸乙酯’硫酸铵等的复配物!
@J亚氯酸钠的漂白工艺

!@#

%#&连续轧蒸工艺流程! 浸轧漂液)汽蒸%L’ C#$$S$2V值 AJ$ C’J’$#7&)脱氯%V@W@

# C@:I]&)水洗! 漂液组成+O.U-W@ %#$$R&#’ C@’:I]$一定量活化剂%根据所用活化剂而

定&$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 C@:I]!
%@&冷漂工艺! 在无合适漂白设备的条件下$亚氯酸钠还可用冷漂法! 漂液组成与轧蒸工

艺接近$因是室温漂白$所以常用有机酸直接活化! 织物经室温浸轧打卷$用塑料薄膜包覆$布

卷保持慢速旋转%’ CF,I%)/&$堆放 B C’7$然后脱氯’水洗!

由于二氧化氯对一般金属材料有强烈的腐蚀作用$亚漂设备应选用含钛 LLJLR的钛板或

陶瓷材料!

六!开幅!轧水!烘燥

经过练漂加工后的绳状织物必须回复到原来的平幅状态$才能进行丝光’染色’印花或整

理! 为此$必须通过开幅’轧水和烘燥工序$简称开轧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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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幅!143047)/:"

绳状织物扩展成平幅状态的工序叫开幅$在开幅机上进行! 开幅机有立式和卧式两种$

卧式使用较多! 开幅机的主要机构是快速回转的铜制打手和具有螺纹的扩幅辊! 打手和扩

幅辊的回转方向与绳状布匹行进的方向相反! 当绳状布匹经导布圈进至打手时$即被扩展

成平幅$ 再经螺纹扩幅辊筒将布进一步展开! 平衡导布杆起调节作用$ 使织物保持中间

位置!
!二"轧水!1m6++G)/:"

开幅后轧水$能较大程度地消除前工序绳状加工带来的皱折$在流水冲击下$可进一步去除

杂质! 湿态下织物经过重轧$使布面平整$织物含水均匀一致$有利于烘干$提高效率! 轧水机

主要机构为硬滚筒’软滚筒和轧水槽! 硬滚筒通常为硬橡胶或金属辊$软滚筒为软橡胶制成!
!三"烘燥!;,=)/:"

棉织物经过轧水后$还含有一定量的水分$这些水分只能通过烘燥的方式才能去除! 目前

印染厂常用的烘燥设备有烘筒烘燥机’红外线烘燥机’热风烘燥机等$其中开轧烘工序一般采用

烘筒烘干织物$常用的为立式烘筒烘燥机!

立式烘筒烘燥机装有多只不锈钢制的烘筒$其直径一般为 ’F$%%! 烘筒两端有空心的轴

承$轴承装在烘干机左右两个支架上! 支架中心可通过轴承与烘筒两端连接$从支架一侧送入

蒸汽$通过热传导而烘燥织物! 烘筒内冷凝水一般在进汽同一侧排出$在支架底部装有疏水器

数个$可以使冷凝水排出而防止蒸汽外逸! 为了防止蒸汽冷凝时因其压力降低而使烘筒凹陷损

坏$在烘筒的一端还装有空气安全阀! 当烘筒内部压力降低时$空气安全阀自动开启$使外界空

气流入!

为了便于操作$开幅机’轧水机和烘筒烘燥机可连接在一起$组成开轧烘联合机! 但必须将

这三个单元机的线速度调好$使其互相适应!

!!七!丝光及液氨处理

!一"丝光

在张力条件下$用浓烧碱溶液处理纤维素纤维纺织品的加工工艺$有织物丝光和纱线丝光

两种加工形式! 棉织物或棉纱线经过丝光后$棉纤维的超分子结构和形态结构发生了变化$除

了获得良好的光泽外$棉纺织品的尺寸稳定性’染色性能’拉伸强度等都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和

改善! 因此$丝光已成为棉织物染整加工的重要工序之一$绝大多数的棉织物在染色前都经过

丝光处理!
!%丝光原理#棉纤维在浓烧碱作用下生成碱纤维素$并使纤维发生不可逆的剧烈溶胀$其

主要原因是由于钠离子体积小$不仅能进入纤维的无定形区$而且还能进入纤维的部分结晶区!

同时钠离子又是一个水化能力很强的离子$钠离子周围有较多的水$其水化层很厚! 当钠离子

进入纤维内部并与纤维结合时$大量的水分也被带入$因而引起纤维的剧烈溶胀! 一般来说$随

着碱液浓度的提高$与纤维素结合的钠离子数增多$水化程度提高$因而纤维的溶胀程度也相应

增大! 当烧碱浓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水全部以水化状态存在$此时若再继续提高烧碱浓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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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钠离子来说$能结合到的水分子数量有减少的倾向$即钠离子的水化层变薄$因而纤维溶胀

程度反而减小!
@J丝光棉的性质

%#&光泽! 光泽是指物体对入射光的规则反射程度$也就是说$漫反射的现象越小$光泽越

高! 丝光后$由于不可逆溶胀作用$棉纤维的横截面由原来的腰圆形变为椭圆形甚至圆形$胞腔

缩为一点$如图 @ 8#@ 所示$整根纤维由扁平带状(图 @ 8#B%.&)变成了圆柱状(图 @ 8#B%*&)!

这样$对光线的漫反射减少$规则反射增加$因而光泽显著增强!

1 2 3 4
7

65

图 @ 8#@!棉纤维在丝光过程中截面的变化

# C’,纤维在碱液中继续溶胀!E,溶胀后$再转入水中开始发生收缩!F,完全干燥后

� a 	 天然棉纤维

� b 	 丝光棉纤维

图 @ 8#B!棉纤维丝光前后的纵向和横截面

%@&定形作用! 由于丝光是通过棉纤维的剧烈溶胀’纤维素分子适应外界的条件进行重排

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纤维原来存在着的内应力减少$从而产生定形作用$尺寸稳定$缩水率

下降!
%B&强度和延伸度! 在丝光过程中$纤维大分子的排列趋于整齐$取向度提高$同时纤维表

面不均匀的变形被消除$减少了薄弱环节! 当受外力作用时$就能由更多的大分子均匀分担$因

此断裂强度有所增加$断裂延伸度则下降!
%A&化学反应性能! 丝光棉纤维的结晶度下降$无定形区增多$而染料及其他化学药品对

纤维的作用发生在无定形区$所以丝光后纤维的化学反应性能和对染料的吸附性能都有所

提高!
&%丝光工艺

!$##布铗丝光时$棉织物一般在室温浸轧 #D$ C@D$:I]的烧碱溶液%补充碱

B$$ CB’$:I]&$保持带浓碱的时间控制在 ’$ CE$1左右$并使经’纬向都受到一定的张力! 然后

在张力条件下冲洗去烧碱$直至每千克干织物上的带碱量小于 F$:后$才可以放松纬向张力并

继续洗去织物上的烧碱$最后烘干落布! 丝光后落布门幅达到成品门幅的上限$织物上 2V值

为 F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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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丝光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碱液的浓度’温度’作用时间和对织物所施加的张力!
%#&烧碱浓度! 烧碱溶液的浓度对丝光质量影响最大$低于 #$’:I]时$无丝光作用$高于

@D$:I]$丝光效果并无明显改善! 衡量棉纤维对化学药品吸附能力的大小$可用棉织物吸附氢

氧化钡的能力来表示$称为钡值+

钡值 H
丝光棉纤维吸附 h.%WV& @ 的量

未丝光棉纤维吸附 h.%WV& @ 的量
N#$$

70 110 150 190 230 270 310 350
90 170 210 250 29050 330 370

钡值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180
190

170
160
150
140
130
120
110
100

130

经向收缩率

浓度 / g·L - 1

经
向

收
缩

率

/%

钡
值

图 @ 8#A!棉织物练漂半制品经不同浓度烧碱溶液

处理后的经向收缩率和钡值%碱处理温度 #$S&

一般丝光后棉纤维的钡值为 #B$ C#’$!

某棉织物在松弛状态下用不同浓度的烧

碱溶液处理后的经向收缩和钡值情况如图 @ 8
#A 所示! 从图中可知$单从钡值指标来看$烧

碱浓度 在 #D$:I]左 右 就 已 经 足 够 了 %钡 值

#’$&! 实际生产中应综合考虑丝光棉各项性

能和半制品的品质及成品的质量要求$确定烧

碱的实际使用浓度!
%@&温度! 烧碱和纤维素纤维的作用是一

个放热反应$提高碱液温度有减弱纤维溶胀的

作用$从而造成丝光效果降低! 所以丝光碱液

以低温为好! 但实际生产中不宜采用过低的

温度$因为保持较低的碱液温度需要大功率的冷却设备和电力消耗! 另一方面$温度过低$碱液

黏度显著增大$使碱液难于渗透到纱线和纤维的内部去$造成表面丝光! 因此$实际生产中多采

用室温丝光$夏天通常采用轧槽夹层通入冷流水使碱液冷却即可!
%B&时间! 丝光作用时间 @$1基本足够$时间过长对丝光效果虽有增进$但并不十分显著!

另外$作用时间与碱液浓度和温度有关$浓度低时$应适当延长作用时间$所以生产上一般采用

’$ CE$1!
%A&张力! 棉织物只有在适当张力的情况下$防止织物的收缩$才能获得较好的光泽! 虽

然$丝光时增加张力能提高织物的光泽和强度$但吸附性能和断裂延伸度却有所下降$因此工艺

上要适当控制丝光时的经’纬向张力$兼顾织物的各项性能! 一般纬向张力应使织物门幅达到

坯布幅宽$甚至略为超过! 经向张力以控制丝光前后织物无伸长为好!
’%丝光工序

!!##棉织物的丝光按品种的不同$可以采用原布丝光’漂后丝光’漂前丝光’染

后丝光或湿布丝光等不同工序!

对于某些不需要练漂加工的品种如黑布$一些单纯要求通过丝光处理以提高强度’降低断

裂伸长的工业用布以及门幅收缩较大$遇水易卷边的织物宜用原布丝光$但丝光不易均匀! 漂

后丝光可以获得较好的丝光效果$纤维的脆损和绳状折痕少$是目前最常用的工序$但织物白度

稍有降低! 漂前丝光所得织物的白度及手感较好$但丝光效果不如漂后丝光! 对某些容易擦伤

或匀染性极差的品种可以采用染后丝光! 染后丝光的织物表面无染料附着$色泽较匀净$但废

碱液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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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织物丝光一般是将烘干’冷却的织物浸碱$为干布丝光! 如果将脱水后未烘干的织物浸

碱丝光$为湿布丝光! 湿布丝光省去一道烘干工序$而且丝光效果比较均匀! 但湿布丝光对丝

光前的轧水要求很高$带液率要低并且轧水要均匀$否则将影响丝光效果!

棉织物除用浓烧碱溶液丝光外$生产上也有以液氨丝光的! 液氨丝光是将棉织物浸轧

在 8BBS的液氨中$在防止织物经’纬向收缩的情况下透风$再用热水或蒸汽除氨$氨气回收!

液氨丝光后棉织物的强度’耐磨性’弹性’抗皱性’手感等物理机械性能优于碱丝光! 因此$特别

适合于进行树脂整理的棉织物$但液氨丝光成本高!
(%丝光设备#棉织物丝光所用的设备有布铗丝光机’直辊丝光机和弯辊丝光机三种$阔幅

织物用直辊丝光机$其他织物一般用布铗丝光机丝光!
%#&布铗丝光机! 图 @ 8#’ 是布铗丝光机示意图$由轧碱装置’布铗链扩幅装置’吸碱装

置’去碱箱’平洗槽等组成!

6
7

8 9
10

铁柄

织物
铗舌

3
1

2

5

图 @ 8#’!布铗丝光机示意图

#,进布架!@,前轧碱槽!B,绷布辊!A,后轧碱槽!’,布铗链!E,吸水板

F,冲洗管!D,去碱箱!L,平洗机!#$,出布架

轧碱装置由轧车和绷布辊两部分组成$前后是两台三辊重型轧车$在它们中间装有绷布辊!

前轧车用杠杆或油泵加压$后轧车用油泵加压! 盛碱槽内装有导辊$实行多浸二轧的浸轧方式!

为了降低碱液温度$盛碱槽通常有夹层$夹层中通冷流水冷却! 为防止表面丝光$后盛碱槽的碱

浓度高于前盛碱槽! 为防止织物吸碱后收缩$后轧车的线速度略低于前轧车的线速度$绷布辊

筒之间的距离宜近一些$织物沿绷布辊的包角尽量大一些$此外$还可加些扩幅装置! 织物从前

轧碱槽至后轧碱槽约 A$ C’$1!

布铗链扩幅装置主要是由左右两排各自循环的布铗链组成! 布铗链长度为 #A C@@%$左’

右两条环状布铗链各自敷设在两条轨道上$通过螺母套筒套在横向的倒顺丝杆上$摇动丝杆便

可调节轧道口之间的距离! 布铗链呈橄榄状$中间大$两头小! 为了防止棉织物的纬纱发生歪

斜$左’右布铗长链的速度可以分别调节$将纬纱维持在正常位置!

当织物在布铗链扩幅装置上扩幅达到规定宽度后$将稀热碱液%F$ CD$S&冲淋到布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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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淋器后面$紧贴在布面的一面$有布满小孔或狭缝的平板真空吸水器$可使冲淋下的稀碱液

透过织物! 这样冲’吸配合%一般 ’ 冲 ’ 吸&$有利于洗去织物上的烧碱! 织物离开布铗时$布上

碱液浓度低于 ’$:I]! 在布铗长链下面$有铁或水泥制的槽$可以储放洗下的碱液$当槽中碱液

浓度达到 ’$:I]左右时$用泵将碱液送到蒸碱室回收!

为了将织物上的烧碱进一步洗落下来$织物在经过扩幅淋洗后进入洗碱效率较高的去碱

箱! 箱内装有直接蒸汽加热管$部分蒸汽在织物上冷凝成水$并渗入织物内部$起着冲淡碱液和

提高温度的作用! 去碱箱底部呈倾斜状$内分成 D C#$ 格! 冲洗下来的稀碱液在箱底逆织物前

进方向流入布铗长链下的碱槽中$供冲洗之用! 织物经去碱箱去碱后$每千克干织物含碱量可

降至 ’:以下$接着在平洗机上再以热水洗$必要时用稀酸中和$最后将织物用冷水清洗!
%@&直辊丝光机! 图 @ 8#E 是直辊丝光机示意图$由进布装置’轧碱槽’重型轧辊’去碱槽’

去碱箱和平洗槽等部分组成!

6 7 8

549321

图 @ 8#E!直辊丝光机示意图

#,进布装置!@,扩幅装置!B,直辊渗透区!A,直辊稳定区!’,去碱蒸箱

E,平洗机!F,烘燥机!D,落布装置!L,重型轧车

织物先通过弯辊扩幅器$再进入丝光机的碱液浸轧槽! 碱液浸轧槽内有许多上下交替相互

轧压的直辊$上面一排直辊包有耐碱橡胶$穿布时可提起$运转时紧压在下排直辊上$下排铸铁

硬直辊浸没在浓碱中! 由于织物是在排列紧密且上下辊相互紧压的直辊中通过$因此强迫它不

发生严重的收缩$接着经重型轧辊轧去余碱$而后进入去碱槽! 去碱槽与碱液浸轧槽结构相似$

也是由铁槽和直辊组成$下排直辊浸没在稀碱洗液中$以洗去织物上大量的碱液! 最后$织物进

入去碱箱和平洗槽以洗去残余的烧碱$丝光过程即完成!

近年来$使用布铗与直辊联用的丝光机$并取得了较满意的丝光效果!

!二"液氨处理

!%液氨处理原理#棉纤维在生长及加工中受到了张力$纤维中氢键网络发生变形$应变就

储存在纤维中$形成了内储应变! 液氨的溶胀和收缩效应的基础是原纤维内部与原纤维之间氢

键网络的断裂$形成纤维素和液氨的复合物$导致早先形成的应力应变的松弛! 用液氨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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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入纤维结构的是比较小的氨分子$因此溶胀过程迅速$在几秒钟内就已基本完成! 织物前

处理条件对反应速度的影响很小$在迅速发生的溶胀过程中$纤维的厚度有了增加$纱线和织物

收缩$产生缩力$又由于纤维溶胀而使之更加互相紧贴$消除了滑移和断裂的机会! 同时$由于

氨与纤维素形成的是氢键结合物$氮原子的孤电子对能与纤维素的羟基反应成 O,WV$取代

W,WV而形成较好的膨润性合成物! 当氨去除时$合成物分解! 因此液氨处理其溶胀能力强$

同时能明显地改善织物的机械服用性能!
$%液氨处理工艺

!!##图 @ 8#F 为液氨处理设备$织物进入桑福瑟特整理联合机后$先通过

B 个烘干烘筒$使织物上的含潮率在 BR左右$避免影响织物上的液氨浓度! 为了防止热的织物

进入液氨槽中$导致液氨过度挥发$所以在进入氨化前$一定要先经冷却! 氨化室的进布缝道有

双层封口和一道 @A$P.的真空封口$防止氨气逸出! 织物进入氨化室$即在一台内装定量液氨

的两辊浸轧槽中浸轧$液氨温度保持在 8BBJAS沸点左右$这时织物已被 LLR的氨气所包覆$

浸轧后先在氨气中定时透风$使织物在液氨和氨气中暴露时间共 ’ C#$1! 此后即在氨化室的剩

余部分中进行加热处理$先经合成纤维呢毯式烘干机$用蒸汽加热$去除织物上的 L$R CL’R

的氨$氨气用排气装置抽送至冷冻压缩机中$将氨气压缩冷冻$重新液化以备再用! 液氨大约有

’R C#$R被织物吸收并与棉纤维化学结合$但可用水取代去除! 因此织物离开氨化室后即用

饱和蒸汽汽蒸$汽蒸出来的氨导入氨气处理设备! 织物出蒸箱后再经透风和喷射蒸汽以去除残

余的氨味!

冷却

处理箱

氨气和空气

废气排除

回收装置储存罐 液氨

氨气 + 空气 + 蒸汽

废气

图 @ 8#F!液氨处理设备

第四节!麻及麻型织物的练漂

麻纤维也是天然纤维$主要化学成分也是纤维素$但在物理结构和性质上与棉相比较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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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异$同时两者在含杂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麻纤维的特点是纤维素含量低$果胶杂质

含量高! 麻品种不同$纤维中杂质的含量和各种杂质的比例也不同! 因此$麻类纤维的练漂比

棉困难$具有独特工艺!

一!苎麻织物的前处理

苎麻是麻纤维中品质最良好的一种! 苎麻可纯纺加工成麻织物$其织物制成成衣后$穿着

挺括’吸湿和散湿快’不贴身’透气’凉爽$是夏季服装的良好面料$也是抽绣工艺品如床单’被

罩’台布’窗帘的理想材料!

苎麻收割后$从麻茎上剥取麻皮$并从麻皮上刮去表皮$得到苎麻的韧皮$经晒干后就成为

苎麻纺织厂的原料$称为原麻! 原麻中含有大量杂质$其中以多糖胶状物质为主$这些胶状物质

大都包围在纤维的表面$把纤维胶合在一起而呈坚固的片条状物质! 纺纱前必须将韧皮中的胶

质去除$并使苎麻的单纤维相互分离$这一过程就称为脱胶%;+:6%%)/:&! 苎麻纤维胶质的含

量一般在 #’R以上$必须把胶质含量降低到 @R左右$才能进行纺纱! 织成织物后$视含杂质的

情况和产品要求$再进行不同程度的练漂!
!一"苎麻纤维的脱胶

苎麻化学脱胶分为预处理’碱液煮练和后处理三个阶段! 苎麻脱胶的工艺流程为+扎把)
浸酸)冲洗)高压二次煮练)水洗)打纤)酸洗)冲洗%)漂白)精练&!

!%预处理工艺#预处理工艺主要包括拆包’扎把’浸酸等工序! 拆包’扎把是把质量相近

的麻束扎成 $J’ C#J$5:的小把$为碱液煮练做好准备! 然后在 A$ C’$S’浴比为 #i#$’ @:I]

的硫酸溶液中浸 #7! 浸酸后及时进行冲洗和煮练!
$%碱液煮练工艺#碱液煮练是苎麻化学脱胶中最重要的环节$原麻中绝大部分胶质都是

在这一过程中去除的! 多数工厂采用高压二煮法工艺$高压煮练的压力一般为 $J#LEQP.$温度

#@$ C#B$S$头煮时间为 # C@7$二煮时间为 A C’7! 二煮烧碱用量为原麻的 #$R左右$二煮的

残液作为下一批头煮碱液用!
&%后处理工艺#后处理工艺主要包括打纤’酸洗’水洗’漂白和精练等! 打纤又称敲麻$它

是利用机械的槌击和水的喷洗作用$将已被碱液破坏的胶质从纤维表面清除$使纤维松散’柔

软! 酸洗是用 # C@:I]的硫酸中和纤维上的残余的碱液以及纤维上残胶等有色物质$使纤维进

一步松散’洁白! 随后再洗去纤维上残留酸和残留胶质! 若用于纺高特纱$脱胶后即可*若用于

纺高档纱$还要用次氯酸钠浸漂$用稀烧碱液进行精练$进一步降低残留胶质$改善纤维的润湿

和柔软性$提高纤维白度$加工成精干麻!
!二"苎麻织物的练漂

#@$

苎麻织物的练漂$基本上与棉织物的练漂相似$由烧毛’退浆’煮练’漂白和半丝光等工序

组成!
!%烧毛#苎麻纤维织物一般用接触式圆筒烧毛机烧毛! 由于苎麻纤维刚性大$纤毛粗$毛

羽较多$若烧毛不净$在服用中苎麻纤维织物有刺痒感! 必要时$半丝光前再进行第二次烧毛!
$%退浆#根据织物上浆料的种类和性质$选择合适的退浆工艺$如是淀粉浆$可采用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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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退浆工艺!
&%煮练#苎麻织物的煮练液由 #D:I]烧碱’F:I]纯碱组成$在 $J#LEQP.压力%#@$ C

#B$S&下$煮练 ’7! 对于稀薄织物$可在常压溢流染色机上进行$煮练液由 ’:I]烧碱’’:I]纯

碱和 B:I]肥皂组成$浴比为 #i#$$在 L’ C#$$S下$煮练 @7!
’%漂白#苎麻织物漂白可以绳状或平幅方式进行! 绳状漂白织物先浸轧 #JD:I]有效氯

的次氯酸钠溶液$然后堆置 #7! 平幅漂白可避免折皱条痕$而且不易造成漂斑! 氯漂后用 V@W@

脱氯$可获得良好的漂白效果!
(%半丝光$?@AB"A@CD@CBEBFG%#苎麻纤维的结晶度和取向度明显高于棉纤维$本身已有

较好的光泽! 强度高$延伸度低$用较高浓度碱处理$反而会降低织物的强度$并使手感粗硬!

因此苎麻织物一般用 #’$ C#D$:I]烧碱溶液进行半丝光! 通过半丝光可明显提高纤维对染料

的吸附能力$从而提高染料的上染率! 如果进行常规丝光$苎麻渗透性会大大提高$染料易渗透

入纤维内部$使苎麻织物表观得色量降低$染色效果反而不好$这也是苎麻织物丝光工艺与棉织

物的不同之处!

二!亚麻织物的前处理
"@#

亚麻也是重要的纺织原料之一$亚麻织物具有吸湿散热快’透气性好’纹理自然’色调柔和’

挺括大方等独特风格$广泛用于服装’服饰等领域!
!一"亚麻纤维的脱胶

亚麻纤维的浸渍脱胶是利用某些以果胶物质’半纤维素等胶杂质为碳素营养的微生物$将

其转化为低分子的简单物质这一特性实现脱胶的*亚麻纤维也可采用化学物质破坏麻茎中的黏

性物质进行脱胶! 亚麻纤维的脱胶按浸渍方法可分为雨露浸渍法’冷水浸渍法’温水浸渍法’空

气沤麻法和汽蒸沤麻法! 其中温水浸渍法得到普遍采用$处理后亚麻纤维质量比较稳定$可纺

性好! 按微生物的呼吸作用可分为好氧性微生物脱胶法’厌氧性微生物脱胶法和兼厌氧性微生

物脱胶法三种!
!二"亚麻织物的练漂

亚麻织物的练漂$基本上与苎麻织物的练漂相似$其工艺流程一般为+翻缝)烧毛)退浆)
煮练)漂白)烘干)烧毛)半丝光!

第五节!丝及丝型织物的练漂

丝织物主要指由桑蚕丝’柞蚕丝’化纤丝等长丝加工成的织物! 一般化纤丝含有的杂质很

少$但蚕丝织物含有较多的杂质$这些杂质主要是纤维本身固有的丝胶’油蜡’色素’无机物及碳

水化合物等! 此外$还含有生丝在捻丝和在织造过程中施加的泡丝浆料$以及为识别捻向所用

的着色剂和操作过程中沾上的油污等人为杂质! 这些天然的和外来的杂质的存在$不仅有损于

丝织物特有的柔软手感$悦目的光泽$影响织物的服用性能$而且还使坯绸很难被水及染化料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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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所润湿$妨碍染整加工的顺利进行! 因此$蚕丝坯绸一般都要经过前处理$即精练和漂白$简

称练漂$其目的主要在于去除丝胶$与此同时附着在丝胶上的其他杂质也随着丝胶的去除而脱

离织物! 因此蚕丝织物的精练习惯上又称为脱胶! 桑蚕丝所含的天然色素很少$而且大部分存

在于丝胶中$所以桑蚕丝织物在脱净丝胶后已很洁白$一般无需进行漂白$只有对白度要求高的

产品才另外进行漂白$甚至再要进行增白! 柞蚕丝的色素含量较高$其色素不但存在于丝胶中$

而且还存在于丝素中! 所以$即使丝胶脱净$也不能完全将色素去除! 因此柞蚕丝织物脱胶后

必须经过漂白$才能获得洁白的白度!

一!丝织物的脱胶

!一"脱胶原理

丝胶与丝素虽然都是蛋白质$但它们的氨基酸组成’大分子中氨基酸剩基的排列以及超分

子结构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丝胶蛋白属球形蛋白$其中的极性氨基酸含量比丝素蛋白质高得

多$而且分子间的排列远不如丝素整齐$结晶度低$几乎是无取向! 而丝素蛋白分子呈直线形$

结构简单且紧密$取向度和结晶度均较高! 由于丝素与丝胶的上述差异$导致两者性质上的不

同! 丝素在水中不能溶解$而丝胶在水中$特别是在近沸点的水中发生剧烈溶胀$以至溶解! 丝

素对酸’碱等化学品及蛋白水解酶等有较高的稳定性$而丝胶的稳定性很低! 利用这一特点$采

用适当的化学品和工艺条件$去除丝胶而保留丝素$从而达到脱胶的目的!
!二"脱胶方法和工艺

蚕丝织物的脱胶主要有皂碱精练’酶精练%+/G=%.0)41436,)/:&’复合精练剂精练’碱精练’

酸精练和高温高压水精练等多种方法!
!%皂碱精练

!!##丝胶具有两性性质$而且丝胶蛋白质的等电点偏酸性$因此$丝胶在碱性

溶液中能吸碱膨化溶解或水解成可溶性的氨基酸盐! 碱也能使纤维上的油脂皂化! 因而碱既

可以脱胶$也可以去除油脂!

肥皂属于高级脂肪酸盐$能水解生成游离碱而使溶液呈碱性%2V值为 L C#$&$当精练液的

2V值降低时$由肥皂分解出的游离碱可起缓冲作用而控制练液的 2V值! 肥皂又是一种表面

活性剂$它不仅能减小溶液的表面张力而有助于均匀脱胶$还能通过乳化作用去除丝纤维上的

油脂! 皂碱法精练不仅脱胶效果好$而且精练后织物的强力’弹性和手感等性能优良$所以皂碱

法精练作为一种传统的蚕丝精练方法经久不衰$并沿用至今!

皂碱法常以肥皂为主练剂$碳酸钠’磷酸三钠’硅酸钠和保险粉为助练剂$并采取预处理’初

练’复练和练后处理等工序对蚕丝织物进行精练! 预处理使丝胶溶胀$有助于均匀脱胶和缩短

精练时间! 初练是精练的主要过程$在较多的精练剂和较长的时间中去除大部分丝胶! 复练的

主要目的是漂白$以及除去残留的丝胶和杂质! 练后处理则为水洗’脱水和烘干等$以除去粘附

在纤维上的肥皂和污物等! 皂碱精练后的蚕丝织物手感柔软滑爽$富有弹性$光泽柔亮$但精练

时间较长$不适用于平幅精练$而且精练后的白色织物易泛黄! 用皂碱法精练蚕丝织物时$由于

练液中的钙’镁盐容易与肥皂反应$钙’镁皂会粘附在纤维上$并影响染色’印花和整理加工$因

此$皂碱法精练时最好用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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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精练
!!##酶精练是将蛋白质分解酶应用于蚕丝织物的脱胶$又称为微生物精练法!

与皂碱法精练相比$酶精练使废水中的 UWM和 hWM值明显降低!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对环

境保护的重视$蚕丝织物的酶精练工艺会得到新的进展! 酶精练对丝纤维作用温和$脱胶均匀$

手感柔软$精练效果好于传统的酸或碱性介质中沸煮精练的效果$特别是在降低起毛方面尤为

明显! 目前国内用于蚕丝织物精练的酶主要有 _[F@A’[##A’#BLD 中性蛋白酶$@$L’@F$L 碱性

蛋白酶和胰酶等! 各种酶皆有最适宜的作用条件!

由于酶的专一性强$精练又是在较低的温度和弱酸或弱碱的条件下进行$所以不能完全去

除天然蜡质’油污和浸渍助剂! 若先用碱性溶液对蚕丝织物进行短时间的预处理$则将有助于

丝胶的膨化$还能去除蜡质和油剂$从而获得较好的精练效果! 因此往往在酶精练的基础上再

结合其他精练方法$如酶,皂精练’酶,合成洗涤剂精练和碱预处理,酶精练等$以符合各自的

优势$提高精练效果!
&%复合精练剂精练

!!##由于丝织物的精练不仅是脱胶$还要去除多种杂质$所以需要在精

练液中加入多种起不同作用的精练剂! 为了便于精练操作和提高精练质量$国内外推出了不少

复合型精练剂! 按主要成分来分$可分为以肥皂为主和以合成洗涤剂为主的复合精练剂! 复合

精练剂又可分为普通复合精练剂和适用于平幅精练机的快速复合精练剂!
!三"精练设备

脱胶一般在挂练槽中进行$它是一种间歇式的生产设备$劳动强度较大$所需时间长$并易

产生皱印’擦伤’白雾等疵病! 脱胶还可以在绳状染色机’溢流染色机等间歇式染色设备中

进行!

较新型的松式平幅连续精练机$适用于不能用绳状脱胶的丝织物! 这样在挂练槽中脱胶所

产生的疵病大有改善! 另外$还有一种松式绳状连续练漂机$只适用于不怕皱印的织物$如乔其

纱等织物的脱胶!

二!丝织物的漂白

一般桑蚕丝所含天然色素不多$并可随丝胶一同去除$所以蚕丝织物脱胶后已很洁白! 而

且桑蚕丝织物也不需要漂得太白$否则失去了蚕丝织物的风格特点! 为了提高织物白度$常在

脱胶液中加入适量的漂白剂如保险粉’双氧水等$以破坏色素和织造时施加的着色剂! 所以实

际生产中桑蚕丝织物的脱胶和漂白是同时进行的! 但对白度要求特别高$或特别厚重难以练白

的桑蚕丝织物$则需进行漂白处理! 柞蚕丝’污染了的桑蚕丝’着色丝和绢丝等织物往往白度较

低$甚至呈黄色或褐色$也需要进行漂白处理! 因此应根据坯绸质量和最终产品的需求确定是

否进行漂白加工!

适用于蚕丝织物的漂白剂分为氧化性’还原性两大类! 还原性漂白剂主要用保险粉$蚕丝

织物经保险粉处理后虽然白度得到提高$但白色中略带黄光$而且在空气中长久放置后已被还

原的色素有重新被氧化复色的倾向$因此对白度要求较高的产品需用氧化性漂白剂漂白! 氧化

性漂白剂常用双氧水$漂白后蚕丝织物的白度好而且稳定持久! 次氯酸钠不能用来漂白丝织

物$因为它会损伤丝素且使织物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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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毛及毛型织物的湿整理

从绵羊身上剪下来的羊毛$称为原毛! 原毛中含有大量的杂质$通常杂质的含量约占原毛

的 @$R C’$R! 原毛中的杂质可分为天然杂质和附加杂质两类$天然杂质主要为羊毛身上的

分泌物羊脂和羊汗! 附加的杂质主要为草屑’草籽及尘土等! 因此$原毛必须经过选毛’洗毛和

炭化等羊毛初步加工$去除原毛中的各种杂质$成为符合毛纺生产要求的比较纯净的羊毛纤维!

一!洗毛
"@#

原毛在纺织前$要先洗毛以去除羊毛脂’羊汗及尘土杂质! 羊毛脂主要是高级脂肪酸’高级

一元醇及其复杂混合物$其熔点一般为 A$ CA’S! 羊汗主要是碳酸钾等盐类!

洗毛的方法一般有皂碱法’合成洗涤剂纯碱法和溶剂法等!
!一"皂碱洗毛

皂碱洗毛一般用含 AR油酸肥皂和 @R纯碱%对原毛重&’2V值 L C#$’温度 ’$S的皂碱液$

在耙式洗毛机%图 @ 8#D&上进行洗毛$时间 #$ C@$%)/! 该机一般由四个洗毛槽组成$通常前两

槽为洗涤槽$利用皂碱洗除羊毛上的绝大部分羊毛脂’羊汗和其他杂质$后两槽为漂洗槽$以清

水洗涤羊毛上残余的杂质和皂碱液!

图 @ 8#D!耙式洗毛机
(@)

皂碱洗毛时$肥皂起主要作用! 洗毛时肥皂液润滑纤维表面并渗入羊毛纤维和羊毛脂及污

物之间$改变两者之间的接触角$再借机械作用使羊毛脂及污物脱离纤维$转移到洗液中$在洗

液中分散成稳定的乳化体$不再重新沉积到纤维表面上去!

洗液的 2V值和温度对洗毛作用及纤维的损伤度有很大影响! 2V值低于 L$其乳化去污能

力不佳$2V值高于 #$$即使在较低的温度$也能使羊毛的强度和弹性受到损伤! 从洗涤效果考

虑$在碱性条件下$温度越高越有利于羊毛脂和其他杂质的去除$但羊毛的损伤越严重$还容易

发生毡缩和结块$因此洗毛的温度稍高于羊毛脂熔点即可$确定为 ’$S左右!

洗毛质量的好坏用羊毛含脂率来衡量! 羊毛中所含的非脂杂质越少越好$而羊毛脂则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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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一般国产毛羊毛脂保持在 #J@R左右$使羊毛的手感柔软丰满$并有利于梳毛和纺织过

程的进行!
!二"合成洗涤剂纯碱洗毛

由于肥皂不耐硬水$而且易于水解! 因此$选用合成洗涤剂$如净洗剂 ][’@$L 洗涤剂’烷基

磺酸钠来代替肥皂$并加一定量的纯碱进行洗毛$称为合成洗涤剂纯碱洗毛$属于轻碱型洗毛!
!三"溶剂洗毛

溶剂洗毛的基本原理是将开松过的羊毛用有机溶剂洗涤$使羊毛脂溶解其中$然后将有机

溶剂回收并分离出羊毛脂! 脱脂后的羊毛经水洗去除羊汗及其他杂质! 溶剂法洗毛$羊毛不发

生碱损伤$不毡缩$不泛黄$洗净毛上残留的羊毛脂分布均匀$纤维松散$梳毛时纤维断裂较少$

羊毛脂能回收$耗水量少$对环境友好$但设备投资费用大!

二!炭化
"@#

炭化就是用化学方法从羊毛中除草去杂! 经过洗毛后$大部分天然杂质及尘土已被去除$

但羊毛纤维还缠结着植物性杂质$如枝叶’草籽和草刺等碎片杂质! 这些杂质的存在$不但会给

后道工序带来麻烦$还有损于羊毛织物的外观$易造成染疵$特别是在染深色时尤为明显$所以

必须经炭化处理将植物性杂质去除!

炭化是基于羊毛纤维和纤维素物质%植物性杂质的主要成分&对强无机酸具有不同的稳定

性而实现的! 在酸性条件下$纤维素分子中的 #$A 8苷键迅速水解$使纤维素大分子降解成相

对分子质量较小的分子$在烘干和焙烘阶段$酸浓度加大$纤维素脱水成为质脆的炭或水解的纤

维素$强度降低$再通过碾碎’除尘而除去$只要控制好工艺条件$羊毛本身并不会受到明显的

损伤!

根据炭化时纤维制品的形态不同$炭化的方式有散毛炭化’毛条炭化和匹炭化三种! 这里

重点介绍散毛炭化$其次是毛条炭化$但不论哪种炭化$其工艺流程都是由浸轧酸液’脱酸’烘

干’焙烘’碎炭除杂’中和’水洗和烘干等工序组成!
!一"散毛炭化

!%浸酸#浸酸是炭化的关键工序$直接影响炭化质量! 干羊毛在室温的水中浸渍 @$ C
B$%)/$经离心机脱水后$在 B@ C’’:I]的硫酸溶液中室温浸渍 #’ C@$%)/$然后再用离心脱水

机脱酸$使羊毛带液率为 BER CBDR$含酸量为 ER CDR! 羊毛和植物性杂质的吸酸量随酸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酸浓度越高$羊毛纤维损伤越大$因此酸液浓

度应根据羊毛的品种’粗细和植物性杂质含量的多少适当调节! 酸液温度升高$羊毛的吸酸

量随之增加$但植物性杂质的吸酸量影响不大$因此$浸酸槽中酸液的温度应采用室温! 延长

浸酸时间$羊毛的吸酸量逐渐增加$而草等杂质的吸酸量变化不大! 所以$浸酸时间不宜过

长$一般为#’ C@$%)/!
$%烘干和焙烘#脱酸后羊毛在 E$ CD$S烘干$使羊毛含水率降至 #’R$再在 #$$ C##$S

焙烘$羊毛的含水率在 BR以下$羊毛中的植物性杂质炭化$变成焦黄色或黑色的易碎物质! 烘

干和焙烘时间一般为 B$ CA’%)/$烘干温度过高’时间太长都会引起羊毛降解$损伤纤维! 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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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烘干必须充分$否则在焙烘过程中会引起羊毛水解! 焙烘温度过高$时间过长$羊毛的

损伤越严重$因此焙烘温度不要超过 ##$S$时间不宜太长!
&%碎炭除杂#自烘房出来的羊毛上混有已炭化的纤维杂质$经过压炭机将焦脆的草屑’草

籽碾碎$再通过机械作用和风力使碾碎的尘屑脱离羊毛纤维!
’%中和与水洗#羊毛经水洗后$再用 #R C@R的纯碱溶液中和$最后用水洗去碱$使羊毛

达到中性!
(%烘干#中和水洗的羊毛通常在帘式烘干机上以 E$ CF$S的温度进行烘干$烘至规定的

回潮率$然后成包!

散毛炭化通常在散毛炭化联合机上进行!
!二"毛条炭化

毛条炭化的工艺流程与散毛炭化相似$在改进后的毛条复洗机上进行! 毛条炭化设备简

单$占地面积小$水电耗用量低$劳动生产率高$炭化质量好! 炭化处理前的毛条由于预先经过

梳理及针梳$纤维比较松散$大的草杂已在梳毛中去除$因此可以采用较低浓度的硫酸’较短的

浸渍时间和在较低的焙烘温度下进行炭化! 毛条炭化对纤维损伤小$植物性杂质的炭化比较彻

底$并可大大减少织物的修补工时!

!!三!洗呢
"!&&#

!一"洗呢的目的和原理

毛织物在洗涤液中洗除杂质的加工过程称为洗呢! 原毛在纺纱之前已经过洗毛加工$毛纤

维上的杂质已被洗除$但在染整加工之前$毛织物上含有纺纱’织造过程中加入的和毛油’抗静

电剂’蜡液和浆料等物质$烧毛时留在织物上的灰屑$在搬运和储存过程中所沾污的油污’灰尘

等$这些杂质的存在$将会影响毛织物的光泽’手感’吸水性以及染色性能$所以必须在洗呢过程

中将其除去!

洗呢是利用表面活性剂对毛织物的润湿’渗透’洗涤’乳化和分散等作用$再经过一定的机

械挤压’揉搓作用$使织物上的污垢脱离织物并分散到洗涤液中加以去除! 洗呢过程中除要洗

除污垢和杂质外$还要防止羊毛损伤$更好地发挥其固有的手感’光泽和弹性等特性$减小织物

摩擦$防止呢面发毛或产生毡化现象! 适当保留羊毛上的油脂$一般精纺织物的洗净呢坯含油

脂率 $JER$粗纺织物的洗净呢坯含油脂率为 $JDR$使织物手感滋润! 最后$还要用清水洗净

织物上残余的净洗剂等$以免对织物的染色等加工造成不利影响!
!二"洗呢设备及工艺

!%洗呢设备#洗呢加工方式不同$所使用的设备也有区别$洗呢设备有绳状洗呢机’平幅

洗呢机和连续洗呢机! 图 @ 8#L 是绳状洗呢机示意图! 绳状洗呢机有上’下两只辊筒$其中下

辊筒为主动$上辊筒为被动$上’下辊筒形成一个挤压点$绳状织物通过该挤压点时受到挤压作

用$使污物被洗脱! 机槽的作用是储存洗液和呢坯$机械正常运转时$织物在机槽内不会缠结!

分呢框的作用是分开运转中的呢坯$该机构与自动装置相连接$当呢坯打结时$可使机械停止运

转! 污水斗在大辊筒之下$其作用一是向机内加洗涤剂时$通过污水斗$洗涤剂均匀地分散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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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内*二是冲洗织物时$把污水斗下面的水口关闭$将呢坯中挤出的污水排出机外$以洗净织物!

现在已从自动控制’提高洗效’提高车速等方面进行了改造! 绳状洗呢机每次可洗 A CD 匹织

物$洗呢效果好$洗后织物手感好! 但费时’耗水’生产效率低$适合于粗纺呢绒及中厚精纺织物

的洗呢! 若操作不当$易产生折痕!

为了提高洗呢效率$开发了高速洗呢机$在洗呢机的挤压辊筒后加装挡板$织物通过挤压辊

筒后$以较高的速度撞击挡板$提高了织物中水的交换效率$减少了洗涤时间! 图 @ 8@$ 是高速

绳状洗呢机的基本结构示意图$高速洗呢机呢坯运行速度可以高达 E$$%I%)/$有些高速设备甚

至可达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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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L!绳状洗呢机示意图
(@$D)

#,上下辊筒!@,后导辊!B,污水斗

A,喷水管!’,前导辊!E,机槽!F,分呢框

D,溢水口!L,放料口!#$,加料口

##,出水口!#@,保温管!#B,污水出口管

2

4

3

1

图 @ 8@$!高速绳状洗呢机示意图
(#)

#,挤压辊筒!@,挡板!B,污水斗!A,织物

$%洗呢工艺
!,##洗呢效果和洗后织物的风格与洗涤剂种类’洗呢工艺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应根据织物的含杂情况’品种和加工要求等合理制定洗呢工艺条件!

%#&温度! 从理论上讲$提高温度$可以提高洗呢效果! 因为提高洗液温度$可以提高洗液

对织物的润湿和渗透能力$增强纤维的膨化$削弱污垢与织物间的结合力$因而可提高净洗效

果! 但温度超过某一限度$尤其在碱性介质中$往往会损伤羊毛纤维$使织物呢面发毛毡化’手

感粗糙’光泽不好! 因此$合适的洗呢温度应当既满足净洗效果的要求$同时又不损伤羊毛$在

保证洗净效果的前提下$洗呢温度越低越好! 一般情况下$纯毛织物及毛混纺织物的洗液温度

为 A$S左右*纯化纤仿毛织物$尤其是含粘胶纤维成分的织物$洗呢温度应控制在 ’$S左右!

%@&时间! 洗呢时间是根据纤维原料的含杂情况’坯布的组织规格以及产品的风格而确定

的! 洗呢时间的长短影响净洗效果’织物的风格和手感! 在洗呢过程中$全毛精纺中厚织物不

但要求洗净织物$而且要洗出风格$所以洗呢时间一般比较长$为 A$ C#@$%)/! 匹染的薄型织

物和毛混纺织物$对手感的要求相对较低$所以洗呢时间稍短些$一般为 A$ CL$%)/! 粗纺毛织

物洗呢的目的$主要是洗净织物$其产品风格是靠缩呢工艺来实现的$所以洗呢时间较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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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B$%)/! 高速洗呢的时间则相应缩短!
%B&浴比! 洗呢浴比主要决定于织物的种类和洗涤设备! 洗呢浴比不仅影响洗呢效果$而

且也影响原料的消耗! 浴比大$匹呢运转时变动大$为保持洗液浓度$就需要使用较多的洗涤

剂$而且引起织物的漂浮*浴比小$使用的洗涤剂相对较少$而且对于精纺织物还有轻微缩绒作

用$洗后织物手感更佳! 但浴比过小$则织物浸渍不透$会造成洗呢不匀而容易产生条形折痕$

容易引起呢面收缩不匀形成缩斑$使手感粗糙$花型模糊和纹路不清等! 总之$生产时采用的浴

比以洗液浸没织物并且织物运转顺畅为宜$精纺织物因要求纹路清晰$手感柔软$富有弹性$浴

比要大些$一般为 #i’ C#i#$! 粗纺织物结构较疏松$洗后还需缩呢$浴比可小些$一般为 #i’ C
#iE!

%A&2V值! 从洗涤效果来讲$2V值越高$净洗效果越好$因为碱性物质能使和毛油中的动’植

物油脂皂化$同时又抑制肥皂的水解作用$并增强其乳化能力$使肥皂充分发挥洗涤作用! 实际生

产中$含油污较多的呢坯$使用洗剂为肥皂和纯碱$2V值控制在 LJ’ C#$ 左右*而油污较少的呢坯

一般用合成洗涤剂$2V值控制在 L CLJ’! 用于调节 2V值的碱剂有纯碱’氨水等$其中以使用氨

水的效果更好$因为氨水碱性低于纯碱$而且洗后产品的手感’光泽较好! 2V值较高时$虽有利于

洗净呢坯$但如果温度较高$羊毛纤维易受损伤$从而影响羊毛制品的光泽’手感以及强力! 因此$

加工时应从净洗效果和羊毛损伤两方面综合考虑$控制洗液的 2V值在 L C#$!
%’&压力! 洗呢机上有一对大辊筒$织物经过时要受到挤压作用$以促使污垢脱离织物!

挤压作用强$洗呢效果好! 挤压力的大小是由上辊筒的质量决定的! 洗呢时压力的控制应视织

物的品种而定! 一般来讲$纯毛织物压力可大些$毛混纺织物的压力要适当小些$尤其含有腈纶

和粘胶纤维的混纺织物$因纤维的弹性差$压力更应小些$甚至可以不加$压力过大易产生折痕!
%E&洗后冲洗! 洗呢完毕必须用清水冲洗$以去掉织物上的洗呢残液! 洗后冲洗是一道非

常重要的工序$因为如果呢坯冲洗不净$将直接影响后道加工的质量! 冲洗时间和冲洗次数应

根据织物的含污情况和水流量而定$生产上多采用小流量多次冲洗工艺! 第 # 道’第 @ 道流量

小些$水温稍高些%比洗液温度高 B C’S&$以后水量逐渐加大$水温逐渐降低$冲洗 ’ CE 次$每

次 #$ C#’%)/! 呢坯出机时$2V值应接近中性$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同即可!
%F&呢速! 洗呢时的车速对洗呢效果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冲洗时$冲洗效果的好坏

与水的流量有关$也与呢坯前进速度有关! 呢速过快$呢坯容易打结*呢速过慢$影响净洗效率$

所以要控制 呢 速! 精 纺 织 物 呢 速 一 般 采 用 L$ C##$%I%)/$粗 纺 织 物 呢 速 一 般 采 用 D$ C
#$$%I%)/!

四!煮呢

!一"煮呢的目的和原理
##$

羊毛纤维在纺纱’织造过程中$经常受到外力的作用$织物内部存在着不平衡的内应力$当

坯布下机后$若进行松式加工$如洗呢’缩呢’染色等$在湿热条件下$会导致纤维不均匀收缩$使

呢面呈现皱缩’不平整及尺寸不稳定的现象!

煮呢就是将呢坯浸入高温水浴中给予一定的张力定形$获得平整’挺括的外观和丰满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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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感! 由于作用时间充分和煮呢后的冷却$其定形效果比较持久$可以防止在后续湿整理过

程中呢坯产生组织歪斜’折痕’皱印等疵点$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煮呢是精纺毛织物整理的重

要工序$化纤仿毛产品经过煮呢处理$也可使织物平整$手感和光泽得到改善!

煮呢会使织物缩呢性降低$所以粗纺织物很少采用$基本用于精纺毛织物$而且可以安排在

洗呢前后或染色前后进行!

煮呢时$毛织物在一定的温度’湿度’张力’压力共同作用下经过一定时间$羊毛蛋白分子中

的二硫键’氢键和盐式键等逐渐被减弱’拆散$内应力减小$以致呢坯不均匀收缩的缺陷也随之

消除! 羊毛蛋白分子在较长时间的湿处理中$还会在新的位置上建立起新的交键! 如果在张力

下羊毛经受较高温度和较长时间处理$纤维分子间在新的位置上建立的交联则能稳定下来$从

而获得定形的效果!
!二"煮呢设备

毛织物煮呢是在专用的煮呢机上进行$煮呢机主要有单槽煮呢机和双槽煮呢机$此外还有

蒸煮联合机等!
!%单槽煮呢机

!,##单槽煮呢机是最普通的一种煮呢设备%图 @ 8@#&! 其结构简单$在煮

呢过程中织物受到较大的压力和张力作用$因此煮后织物平整$光泽好$手感挺括$富有弹性!

单槽煮呢机主要用于薄织物及部分中厚型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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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单槽煮呢机
(@$D)

#,上辊筒!@,下辊筒!B,张力架!A,扩幅板!’,蜗轮升降装置!E,杠杆加压装置

用单槽煮呢机煮呢时$在槽内先放入适量的水%浸至下辊筒 @IB 处&$开蒸汽调节水温$根

据加工品种$调整上辊筒压力! 平幅织物经张力架’扩幅板进机$然后正面向内反面向外卷绕在

下辊筒上! 卷绕时要保证织物呢边整齐’呢坯平整! 卷呢完毕$再绕以细布数圈$煮呢辊在槽内

缓缓转动! 加上上辊筒压力并开始用蒸汽加热$按工艺条件煮呢$第一次煮呢完毕$将织物倒头

反卷$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煮呢$以获得均匀的煮呢效果$然后冷却出机! 单槽煮呢由于

煮呢过程中要翻身调头$所以生产效率低$而且当温度’压力过高时织物易产生水印!

$%双槽煮呢机#双槽煮呢机的结构与单槽煮呢机相似%图 @ 8@@&$可以看作是由两台单槽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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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机并列组成! 煮呢时$呢坯往复在两个煮呢槽的下辊筒上进行$所以生产效率高! 平幅织物在

双槽煮呢机中煮呢$所受的张力’压力较小$所以煮后织物手感丰满’厚实$织纹清晰$并且不易产

生水印$但定形效果不及单槽煮呢机好! 该型机械主要用于华达呢等要求织纹清晰的织物!

1
3

2
4

6
5

图 @ 8@@!双槽煮呢机
(D)

#,上轧辊!@,下轧辊!B,扩幅板!A,张力架!’,牵引辊!E,卷呢辊

&%蒸煮联合机#为了增强定形效果$将毛织物进行蒸呢’煮呢联合加工$可获得不同的手

感和光泽! 蒸煮联合机由拉幅装置’蒸煮槽’蒸煮辊’成卷辊和退卷出呢装置等组成%图 @ 8
@B&! 利用蒸煮机对毛织物煮呢时$平幅织物经电动吸边$针板拉幅后$和包布共同卷绕在蒸煮

辊上$吊入蒸煮槽内$蒸煮时可通热水内外循环$均匀穿透织物进行热煮$热煮后可通蒸汽由里

向外汽蒸! 一般是先热煮$后汽蒸$蒸毕再以冷水内外循环冷却或抽气冷却! 可以单独热水煮

呢或汽蒸$也可以两者结合进行! 利用蒸煮联合机煮呢$呢匹经纬张力均匀$煮呢匀透$冷却彻

底$煮后织物具有良好的定形效果及手感$弹性足$并且生产效率高$适用于薄型及中厚织物!

其缺点在于操作不当时易产生呢边深浅或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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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B!蒸煮联合机

#,成卷辊!@,蒸煮辊!B,包布辊!A,蒸煮槽!’,吊车

!三"煮呢工艺
#D$

!%温度#从羊毛定形的角度来讲$煮呢温度越高$定形效果越好! 从实验结果来看$当温

度接近 #$$S时$羊毛才会获得稳定的定形效果! 但温度越高$羊毛所受损伤越大$表现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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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手感发硬$而且色坯会褪色’沾色’变色! 实际生产中的煮呢温度视纤维性质’织物结构’

风格要求’染色性能及后面工序而定$一般高温约 L’S$中温约 L$S$低温约 D$S! 低于 D$S

定形效果甚微! 白坯煮呢一般选取较高温度*色坯煮呢一般选择的温度宜低些! 粗而刚性较强

的纤维$纱线捻度较大或轻薄硬挺的织物$温度可高些*细而柔软的纤维$松软丰厚的织物$温度

可低些!
$%时间#一般煮呢时间越长$定形效果越好! 因为煮呢时间长$旧键拆散较多$新键较稳

定$因而定形效果好! 如果煮呢时间过短$原有交键被拆散$而新键未建立或建立不完全$定形

稳定性差$会产生"过缩#或"暂时定形#的现象! 但是煮呢时间过长$在高温下处理$羊毛会受

到损伤$而且时间越长$强力损失越多$所以煮呢时间的选择要均衡考虑!

煮呢时间与温度有直接关系$煮呢温度高$煮呢时间短$而煮呢温度低$则所需时间长! 高

温短时$生产效率高$定形效果好$但易引起煮呢效果不匀$易于煮呢过重$损伤纤维$颜色萎暗!

低温长时$纤维不受损伤$但定形效果差! 一般采用稍低温度’较长时间煮呢$可获得较好的定

形效果! 正常煮呢温度下$煮呢时间约需 #7!
&%HI值#从煮呢效果来看$煮液 2V值偏高$定形效果好$但高温碱性煮呢易使羊毛损伤$

羊毛角朊大分子主键水解$纤维强力降低$手感粗糙$色泽泛黄! 煮呢液 2V值低$定形效果差$

而且易造成"过缩#现象! 白坯煮呢时$2V值大多控制在 EJ’ CFJ’! 色坯煮呢时$为防止某些

色坯在煮呢过程中颜色脱落$并使织物获得良好的光泽和手感$应在弱酸性条件下煮呢$可以在

煮呢液中加入少量有机酸$调节煮液的 2V值为 ’J’ CEJ’!
’%张力和压力#煮呢时织物上机张力和上辊筒压力对产品风格和手感有很大影响! 织物

上机张力越大$伸长越多$内应力降低越快$越有利于定形! 张力大小可通过张力架角度调节!

张力过大$会使织物幅宽收缩过多$手感过于板硬*张力过小$则会引起上机不平$易生成鸡皮

皱$而且手感松软! 张力的大小可根据织物品种不同$要求手感’风格不同而定! 要求手感丰厚

的$如中厚花呢等$张力可小些$以便于织物加热时$可产生一定的回缩*要求手感挺括的$如薄

花呢等$张力可大些$有利于薄滑平整! 但要注意的是上机张力应始终保持一致!

织物煮呢时$经受上辊筒的压力$使织物表面平滑而有光泽$手感挺括! 但对要求呢面丰满

或纹路凹凸清晰或易生水印的织物$则应减小压力$甚至卸压煮呢! 辊筒两端的压力要与中央

均匀一致$否则会使呢面凸起$或造成水印! 所谓水印$是由于织物中纱线变形移位$引起光线

反射不一致而给人以波纹斑块不匀的光学效果! 斜纹织物如华达呢’哔叽’贡呢等容易产生$颜

色越深越明显! 为了避免产生水印$应适当降低压力和温度或采用衬布!
(%冷却方式#煮呢完毕需要冷却$冷却不仅对定形效果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织物的手感

有重要影响! 冷却方式主要由冷却温度和时间控制$冷却温度越低$冷却时间越长$定形效果越

好$但要与煮呢温度配合$煮呢温度越高$降温的效应越为显著! 目前使用的冷却方式有突然冷

却’逐步冷却和自然冷却三种! 突然冷却是煮呢后将槽内热水放尽$放满冷水冷却$或边出机边

加冷水冷却! 突然冷却的织物挺括’滑爽’弹性好$适用于薄型织物! 逐步冷却为煮呢后逐步加

冷水$采取冷水溢流的方式冷却$用这种方法冷却的织物手感柔软’丰满$适用于中厚织物! 自

然冷却为煮呢后织物不经冷却$出机后卷轴放置在空气中自然冷却 D C#@7$自然冷却的织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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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柔软’丰满’弹性好$并且光泽柔和’持久$适用于中厚高档织物! 总之$煮呢后的织物冷却越

透$定形效果越好! 降温速度对织物手感有明显影响$急速降温手感挺括$缓慢降温手感柔软而

有弹性!
!四"煮呢工序的安排

煮呢的工序根据产品不同品种设计风格的要求和染整设备来确定$有先煮后洗’先洗后煮

和染后复煮三种选择
(#$@$D) !

!%先煮后洗#可使织物先初步定形$在以后的洗呢’染色加工中可减少织物的皱折和收缩

变形$一般用于要求挺括风格和一些带格子的品种$可起到提高织物平整度$改善织物身骨的效

果! 薄型织物如凡立丁’派力司等$呢面平整度要求高$须强调洗呢前煮呢的预定形作用$煮呢

时温度应高些$张力应大些$时间应长些$防止以后洗呢时呢面发皱! 有些品种煮呢一次达不到

要求$常采用先煮后洗’洗后复煮的方式进行两次煮呢! 洗后复煮可提高定形效果$呢面平整$

并可改进手感! 先煮后洗适用于呢坯质量好’纱疵织疵少’呢面洁净’少油疵的呢坯! 否则纺织

疵点暴露更加明显$呢坯上的油污一经高温处理更难去除$甚至发生沾污!
$%先洗后煮#可使织物手感柔软$丰厚$滑细而有弹性$光泽柔和! 国内采用这种工序安

排的较多! 特别是对于织疵和含油污较多的呢坯更加适宜$一般用于毛哔叽’中厚花呢等织物!

其缺点是对于薄平纹及疏松结构织物易产生呢面不平整和发毛等疵病$而对于条格花色织物容

易变形!
&%染后复煮#在染色完成后再次定形$可以消除染色出现的折痕$提高织物的平整度! 一

般用于对定形要求较高的品种$用以补充染色过程中所损失的定形效果$去除染色过程中所产

生的折痕$从而增进织物的平整度$有利于刷毛’剪毛$可使手感活络$光泽好! 但如果复煮条件

控制不当$容易使呢坯褪色’沾色或变色$所以染色牢度较差的毛织物不宜采用染后复煮工艺!

但也可以利用复煮褪色这个特点$对一些染色色差进行修正! 但因为多了一道湿热处理工序$

容易引起纤维损伤$成本也有所提高!

五!缩呢

!一"缩呢目的
##&@&D$

在水和表面活性剂作用下$毛织物经受反复挤压的湿处理$使织物变得结构紧密’手感柔软

丰满’尺寸缩小’表面浮现一层致密绒毛的加工过程叫做缩呢! 粗纺毛织物下机呢坯结构疏松$

手感僵硬$外观粗糙$缩呢前后呢坯外观变化较大! 精纺织物一般不缩呢$少数需要呢面有轻微

绒毛的品种如啥味呢$可进行轻度缩呢!

缩呢的目的是使毛织物收缩$质地紧密$厚度增加$弹性及强力获得提高$保暖性增强$手感

柔软丰满! 缩呢还可使毛织物表面产生一层绒毛$从而遮盖织物组织和某些织造疵点$改进织

物外观$并获得丰满’柔软的手感! 粗纺毛织物通过缩呢作用$可达到规定的长度’幅宽和单位

质量等$是控制织物规格的重要工序!
!二"缩呢设备

毛织物的缩呢加工$是在专用的缩呢设备上进行的! 缩呢机有多种类型$其中常用的有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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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式缩呢机和洗缩联合机两种! 辊筒式缩呢机应用更为普遍$我国生产的缩呢机有轻型缩呢机

和重型缩呢机$这两种缩呢机的结构’织物运转及缩呢方式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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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A!辊筒式缩呢机

#,辊筒!@,缩箱!B,加压装置!A,缩幅辊

’,分呢框!E,储液箱!F,污水斗!D,加热器

!%辊筒式缩呢机#辊筒式缩呢机的结构如

图 @ 8@A 所示! 缩呢机有上’下两只大辊筒$下

辊筒为主动辊$可牵引织物前进$上辊筒为被动

辊$绳状织物经过两辊筒间时受到挤压作用$从

而促进缩呢加工! 辊筒压力的大小可用手轮进

行调节! 缩箱是由两块压板组成的$上压板采

用弹簧加压$调节活动底板和上压板之间的距

离$即可控制织物径向所受到的压力大小$从而

控制织物的长缩! 而织物的幅缩是由缩幅辊完

成的! 缩幅辊由一对可以回转的立式小辊组

成$两辊之间的距离可以调节! 当两辊之间距

离较小时$织物纬向受到压缩$所以可通过调节

两辊间的距离来调节缩幅! 分呢框的作用是防

止在缩呢机中运转的织物纠缠打结! 呢坯打结时$抬起分呢框便可自动停车! 在操作缩呢机

时$必须注意机内清洁卫生$检查机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缩呢加工时$要经常检查呢坯的长

缩’幅缩和呢面情况$以保证缩呢质量! 如发现呢坯有破洞’卷边及折卷问题$要停机进行处理$

不可在运转中用手加以纠正! 用硫酸作缩剂时要及时洗净呢坯$防止发生风印及纤维损伤! 织

物进行缩呢时的运转流程为+大辊筒)缩箱)机槽)导辊)分呢辊)导辊)缩幅辊)大辊筒!

缩呢时$呢匹以绳状由辊筒带动在设备中循环$并把呢匹推向缩呢箱中$由缩箱板的挤压作

用使织物长度收缩$织物出缩箱后滑入底部$然后再由辊筒牵引经分呢框和缩幅辊后$重复循

环$完成缩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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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洗缩联合机

#,辊筒!@,缩箱!B,污水斗

A,出呢导辊

$%洗缩联合机#洗缩联合机是洗呢机和缩呢机的结合$在同一机器上达到既缩呢又洗呢

的目的! 洗缩联合机的结构如图 @ 8@’ 所示!

在洗呢机的上下辊筒前后分别装有缩呢板和压缩箱

等缩呢机构! 洗缩联合机多用于轻缩产品$洗呢时$伴以

适当的缩呢作用$如法兰绒和要求呢面丰满的中厚型精

纺织物$加工时间短$效果较好$但不宜用于单纯的缩呢

加工$不仅效率低$而且缩后织物的绒面较差!
!三"缩呢工艺

#D$

羊毛织物缩呢时$其缩呢效果与缩呢剂的种类’缩呢

液的 2V值’温度及机械压力有密切的关系!
!%缩呢剂#干燥的羊毛是不能进行缩呢的$织物必

须在含有缩呢剂的水溶液中才能获得缩呢效果! 因为缩

呢剂水溶液可以使羊毛润湿膨胀$鳞片张开$增强羊毛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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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定向摩擦效应$利于纤维的相互交错$提高其弹性和润滑性等$同时也可提高羊毛的延伸性

和回缩性$使纤维之间易于相对运动$从而利于缩呢加工的进行!

常用的缩呢剂有肥皂’合成洗涤剂及酸类物质等! 缩呢剂的浓度应视织物品种及含污情况

而定! 重缩呢或含污较大时$缩呢剂浓度应高些$但浓度过高$缩呢速度慢而且不均匀! 而浓度

过低则润湿性差$缩呢过程中落毛多$缩呢后织物的绒面手感松薄$效果不好! 一般干坯缩呢

时$肥皂浓度为 B$ CE$:I]$湿坯缩呢时$肥皂浓度为 D$ C#’$:I]! 当缩液中加入的纯碱或缩剂

有效成分高时$可以适当减少缩呢剂用量!
$%HI值#按照所用缩呢剂和 2V值不同$毛织物缩呢可分为酸性缩呢’中性缩呢和碱性缩

呢三种方法! 在 2V值小于 A 或大于 D 的介质中$羊毛伸缩性能好$定向摩擦效应大$织物缩绒

性好$面积收缩率大$而 2V值为 A CD 或大于 #$ 时$缩绒性较差$且 2V值大于 #$ 时羊毛也易

受损伤! 因此$一般碱性缩呢 2V值以 L C#$ 为宜$酸性缩呢 2V值在 A 以下较好! 若有良好的

缩呢剂配合$在中性条件下也可获得较好的缩呢效果!
&%温度#缩呢温度对缩呢效果影响也很大$提高缩呢液的温度$可促进羊毛织物的润湿’

渗透$使纤维溶胀$鳞片张开$从而加速缩呢的进行! 但当温度过高时$纤维的拉伸’回缩能力较

差$负荷延伸滞后现象越来越明显$回缩性能降低$反而不利于缩呢! 所以碱性缩呢温度一般控

制在 B’ CA$S左右$酸性缩呢温度可高些$一般在 ’$S左右! 但需注意$这一温度是由缩呢的

热量’毛织物本身热量以及机械运转摩擦所产生的热量共同维持的!
’%压力#羊毛纤维虽然具有缩绒性$但缩呢时如果不施加外力使纤维发生相对运动$是不

会产生明显的缩呢效果的! 施加外力可以使毛纤维紧密毡合! 一般来讲$机械压力越大$缩呢

速度越快$缩后织物越紧密*而压力小时$缩呢速度慢$缩后织物较蓬松! 缩呢时压力的大小$要

根据织物的风格要求来控制$既要使织物的长’宽达到规格要求$同时又要保证呢面丰满$并且

不损伤羊毛!
(%其他因素#影响缩呢效果的其他因素包括原料’纺织加工工艺及染整加工工艺等! 例

如+纯羊毛织物’细毛织物’短毛织物的缩呢效果比混纺织物’粗毛织物’长毛织物的要好! 毛纱

细’捻度大的织物缩呢效果不如毛纱粗’捻度小的织物缩呢效果好*经纬纱密度小的松结构织物

比密度大的紧密织物缩呢效果差*交叉点多’浮毛短的织物比交叉点少’浮毛长的织物缩呢困

难*起毛后织物有利于缩呢*炭化毛’染色毛的织物缩呢效果不如原毛好等!

毛织物经缩呢整理后$粗纺织物经向缩率一般为 #$R CB$R$纬向缩率为 #’R CB’R*精

纺织物经向缩率一般为 BR C’R$纬向缩率为 ’R C#$R!

六!脱水及烘呢定幅
"@#

!一"脱水

脱水的目的是去除染色或湿整理后织物上的水分$便于运输和后续加工! 烘呢前脱水应尽

量降低织物含湿量$以缩短烘干时间和节省能源$提高效率! 常用的脱水设备有离心脱水机’真

空吸水机和轧水机! 离心脱水机的脱水效率高$织物不伸长$但脱水不均匀$加工效率低$织物

容易产生折痕$脱水后织物含湿率一般控制在 B$R CB’R! 真空吸水机脱水较均匀$织物平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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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不会产生折皱! 能连续操作$加工效率高$劳动强度低$脱水时织物经向受到一定张力的

作用$所以脱水后织物伸长 #R C@R! 脱水效率较低$脱水后织物含湿率为 B’R CA’R$一般

适用于精纺织物! 轧水机的脱水效率高$脱水均匀$多用于精纺织物$轧水后织物含湿率为

A$R左右!
!二"烘呢定幅

!%烘呢定幅目的及要求#毛织物在进入干整理加工前都要进行烘呢定幅$其目的是烘干

织物并保持适当的回潮率$同时将织物幅宽拉伸到规定的要求! 烘呢加工时不能将织物完全烘

干$否则毛织物手感粗糙$光泽不好*但烘干不足$会使织物收缩$呢面不平整! 所以烘干时要保

持一定的回潮率$全毛织物及毛混纺织物回潮率一般控制在 DR C#@R左右!
$%烘呢设备#毛织物一般较厚$烘干较慢$烘干所需的热量较多$所以宜采用多层热风烘

干! 生产上一般使用多层热风针铗拉幅烘干机%图 @ 8@E&$适用于精纺’粗纺织物的烘干!

该机的工作幅宽为 ##A$ C#DB$%%! 用于粗纺织物的车速为 ’JB C#’JL%I%)/$用于精纺织

物的车速为 EJ@’ C#DJF’%I%)/$烘房内存呢为 B$%$烘房温度 F$ C##$S$织物采用针板拉幅$

具有自动进呢’脱针自停和超喂装置$超喂率为 $ C#DR! 烘呢定幅时呢匹运行路线为+张力

架)自动吸边器)超喂装置)呢边上针毛刷压盘)随链条进入烘房烘呢)烘后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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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E!多层热风针铗拉幅烘干机

#,张力架!@,自动调幅’上针装置!B,无级变速调节开关!A,按钮!’,超喂装置

E,呢边上针毛刷压盘!F,调幅电动机!D,拉幅链条传动盘!L,蒸汽排管!#$,排气装置

BJ烘呢工艺

%#&温度! 烘呢温度过高$回潮率过低$手感粗糙$浅色织物易于泛黄*烘呢温度过低$则回

潮率过高$使烘干织物幅宽不稳定! 烘干温度应根据织物的松紧’厚薄’轻重以及纤维类别而

定! 精纺织物对手感要求高$烘呢温度可低些$一般为 F’ CD$S*粗纺织物的含水率高些$烘呢

温度应高些$一般为 D$ CL$S*化纤织物则可高温烘干$但需注意染料的升华牢度!

%@&呢速! 呢速的选择应视烘房温湿度’织物结构和含潮率及烘呢后织物定形效果’织物

风格等因素权衡而定! 对于薄型织物$车速可快些$温度可低些*而丰厚织物$温度要高些$车速

慢些!

精纺织物烘呢有三种方法+一种是高温快速烘呢$烘房温度 L$ C##$S$呢速 #E C@$%I%)/$

产量虽高$但烘呢质量较差*一种是中温中速$烘房温度 F$ CL$S$呢速 #$ C#’%I%)/$适用于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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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低的薄型织物*还有一种是低温低速$烘房温度 E$ CF$S$呢速 F C#@%I%)/$适用于中厚型

全毛及混纺织物! 粗纺织物较为厚重$不易烘干$一般采用高温低速$烘房温度以 D$ CL$S’呢

速 ’ CD%I%)/ 为宜!

烘干结束$纯毛织物的回潮率应控制在 DR C#BR$混纺织物应考虑各混纺组分的标准回

潮率$取其加权平均并照顾回潮率较大的组分!
%B&张力! 烘呢张力对产品质量和风格有较大影响! 对于要求薄’挺’爽风格的精纺薄型

织物$应增大伸幅和经向张力$一般拉幅 E C#$4%$精纺中厚织物要求丰满’厚实的风格$伸幅不

宜过大$经向张力也应低一些$一般拉幅控制在 @ CA4%! 为增加丰厚感$粗纺织物一般拉幅 A C
D4%$对于精纺中厚织物’松结构织物及粗花呢经向需适当超喂$一般为 ’R C#$R!

第七节!化学纤维的练漂

化学纤维在制造过程中$已经过洗涤’去杂甚至漂白$因此化学纤维比较洁白无杂质! 但化

学纤维织物在织造过程中要上浆且可能沾上油污$因此仍需进行一定程度的练漂! 为了改善织

物的服用性能$通常将化学纤维与天然纤维混纺或将一种化学纤维与另一种或多种化学纤维混

纺$以便相互取长补短$这给染整加工带来了新内容! 本节对几种常见的化学纤维及其混纺织

物的前处理做一简要介绍!

一!再生纤维素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一"粘胶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

粘胶纤维对化学试剂敏感性较大$湿强度较低$而且易产生变形$在加工时$不能使用过分

剧烈的工艺条件$同时要采用松式设备$以免织物受到损伤和发生变形!

粘胶纤维织物的练漂加工工序与棉织物基本相同! 一般需烧毛’退浆’煮练’漂白等! 粘胶

纤维织物烧毛条件应缓和$可用气体烧毛机进行烧毛! 退浆是粘胶纤维织物前处理的重要工

序$根据所上浆料的种类$采用不同的退浆方法! 粘胶纤维织物一般多用以淀粉为主的浆料上

浆$淀粉浆有各种退浆方法$但因粘胶纤维对化学试剂的稳定性比棉纤维差$适宜采用淀粉酶退

浆$退浆率要求在 D$R以上! 纯粘胶纤维织物一般不需要煮练$必要时可用少量纯碱或肥皂轻

煮! 如果粘胶纤维织物上的是化学浆$则可把退浆’煮练合在一起! 工作液组成为+纯碱 #:I]$

磷酸钠 $JB:I]$净洗剂 ’:I]! 粘胶纤维织物经退浆’煮练后已有较好的白度$一般不必漂白!

若要求较高的白度$可用过氧化氢或次氯酸钠或亚氯酸钠漂白$其漂白方式与棉织物基本相同!

用次氯酸钠漂白时$漂液中有效氯含量一般不超过 #:I]! 漂后再水洗’酸洗’脱氯并充分水洗!

粘胶纤维织物本身有光泽$由于耐碱性差$一般不丝光! 若与棉混纺$练漂时应采用无张力机

械$如绳状松式浸染机!
!二"]=34+--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

]=34+--纤维为新一代绿色再生纤维素纤维$纤维湿模量大$易于原纤化$在染整加工中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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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死折痕’擦伤’露白等疵病! 因此$对 ]=34+--纤维织物来说$原纤化的控制是染整加工成败

的关键$在前处理过程中有时需采用专门的防原纤化助剂进行处理!
]=34+--纤维织物的前处理工艺流程为+烧毛)碱氧一浴法退浆)原纤化)纤维素酶处理!
!%烧毛#]=34+--纤维在织造过程中由于机械摩擦会产生大量长的绒毛$这些长绒毛是产

生初次原纤化的主要位置$在烧毛工序中必须彻底去除$否则会加重原纤化及纤维素酶处理的

负担! 烧毛采用二正二反气体烧毛$车速 F$ CD$%I%)/$使用预刷毛装置$烧毛质量应达到 A C’

级!
$%退浆#]=34+--纤维本身无杂质$在织造过程中施加了以淀粉或变性淀粉为主的浆料$可

采用酶或碱氧一浴法退浆! 采用碱氧一浴法退浆时$加入的氧化剂为双氧水$双氧水不仅有退

浆作用$而且对 ]=34+--纤维织物还有一定的漂白作用$使后续的染色得色鲜艳! 碱氧一浴法的

退浆液中应加入具有良好润湿’渗透和分散作用的表面活性剂$如 ĵ,#$#! 退浆液的组成为+

烧碱%#$$R&@$:I]$双氧水%#$$R&F:I]$ĵ,#$# #$:I]$精练剂 E C#$:I]! A$S浸轧$轧余率

L$R C#$$R$堆置 #E C#D7! 退浆率高$有利于后续的原纤化加工!
&%原纤化#]=34+--纤维是一种易原纤化的纤维! 原纤化是微纤维沿纤维表面开裂伸出$

并相互捻接! 微纤维绒毛很容易起球$严重影响织物的外观$必须均匀而彻底地去除! 原纤化

的目的是在松弛和揉搓状态下$将纱线内部的短纤维末端尽量释放出来! 机械控制和助剂的选

用是控制原纤化程度的基本手段! 同时采用低浴比$升高温度$加强机械摩擦等方法均有利于

原纤化!

原纤化加工在气流染色机中进行$织物在气流染色机中不断频繁地变换接触面! 为了防止

擦伤和折痕的产生$需要加入润滑剂! 工作液组成为+润滑剂 U)*.(-6); U@ CA:I]$O.@UWB@ C
’:I]$温度 L’ C#$’S! 机械的运转速度一般在 B$$%I%)/$时间 E$ C#$$%)/$保证一次原纤化

充分! 暴露出来的绒毛$在以后的工序中用纤维素酶去除$形成光洁表面! 原纤化是酶处理的

基础!
’%纤维素酶处理#酶处理的目的是去除原纤化过程中形成的绒毛$这一过程对需要光洁

织物来说非常重要! 以丹麦诺和诺德公司生产的纤维素酶进行加工为例$酶液的组成为 U6-36>
1)-PB C’:I]$润滑剂 @ CB:I]$浴比 #i#$$2V值 AJ’ C’J’$温度 E$ CE’S$运转 A’ CE$%)/! 处

理完毕后加入 O.WV@:I]$使 2V值在 L C#$$然后升温至 D$S$运转 #$ C#’%)/$使酶失活$再

在 E$S清洗! 生产中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 2V值$否则会影响处理效果$使织物表面不光洁$或

过度降解使织物强力受到损伤!
!三"Q3;.-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

Q3;.-纤维系第二代再生纤维素纤维$具有高湿模量’高强力$因此$Q3;.-纤维织物对染整

加工设备适应性强$无特殊工艺要求!
Q3;.-纤维织物的练漂加工工序与粘胶纤维织物基本相同$一般需烧毛’退浆’煮练’漂白

等$由于 Q3;.-纤维具有高湿模量$可进行半丝光加工! Q3;.-斜纹织物的前处理一般工艺流程

为+冷堆)烧毛)漂白)半丝光!

冷堆液组成+烧碱%#$$R&B’ CA’:I]$双氧水%#$$R&#$ C#’:I]$精练剂 D:I]$渗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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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螯合剂 # C@:I]$稳定剂 E CD:I]! 多浸二轧%轧余率 #$$R&$旋转堆置 @A7! 堆置结束后

烧毛!

烧毛采用二正二反气体烧毛机烧毛$车速 #$$%I%)/$烧毛等级 A 级!

漂液组成+双氧水%#$$R&B CA:I]$螯合剂 # C@:I]$稳定剂 A C’:I]$烧碱%#$$R&$JE C
$JL:I]$2V值 #$J’! 多浸一轧$轧余率 L$R$汽蒸 #$$S’A’%)/$汽蒸后充分清洗!

!四"竹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

竹纤维的韧性和耐磨性较好$但强力较差$尤其是湿强力低$在染整加工中要特别注意减少

其强力损伤!

竹纤维织物的练漂加工工序与粘胶纤维织物基本相同$一般需烧毛’退浆’漂白等! 竹纤维

由于强力低$常与棉等纤维混纺$竹I棉织物一般还需要进行丝光! 纯竹纤维织物的前处理一般

工艺流程为+烧毛)退浆)漂白!

竹纤维表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绒毛$为了提高竹纤维织物表面的光洁度$需要进行烧毛处

理! 烧毛工艺为二正二反$烧毛等级 A 级以上!

竹纤维所含杂质较少$主要含有织造时上的淀粉浆料$因此需要退浆! 由于竹纤维不耐碱$

一般采用淀粉酶冷轧堆工艺进行退浆处理! 退浆液组成为+淀粉酶 @:I]$渗透剂 # C@:I]$织物

二浸二轧退浆液$在 B$ CB’S堆置 D C#$7! 退浆后应充分水洗$以洗去布面残留浆料!

由于竹纤维表面含有微黄色素$在染浅色及鲜艳色泽前$需进行漂白处理! 漂白液组成为+

双氧水%#$$R&@J’ CB:I]$纯碱 B:I]%调节 2V值&$稳定剂 A:I]$L’ CLDS汽蒸 A$ CE$%)/! 汽

蒸后应充分水洗$使白度均匀$毛效好!

二!大豆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

大豆纤维单丝纤细$相对密度小$强伸度较高$其手感柔软如羊绒$光泽柔和似丝绸$具有棉

纤维的吸湿性及穿着舒适性和羊毛的保暖性! 大豆纤维织物布面杂质少$纺织厂织造时所上浆

料是以淀粉为主的混合浆料! 大豆纤维分子为多肽聚合物$不耐强碱$其前处理一般工艺流程

为+烧毛)退浆)漂白!
!%烧毛#火焰温度 ##$$S$烧毛火口为一正一反$车速 #@$%I%)/! 大豆纤维织物的起毛

起球性好于纯羊毛等织物$但不及棉$而且大豆纤维织物的耐热性较差$因此必须控制好烧毛

条件!
$%退浆#采用淀粉酶退浆的工艺为+淀粉酶 @:I]$2V值 EJ$ CEJ’$E$ CF$S堆置 A$%)/$

热水洗$冷水洗! 酶退浆对大豆纤维损伤较小!
&%漂白#双氧水漂白工艺为+双氧水 D:I]$硅酸钠 B:I]$温度 D$S$时间 A’%)/! 双氧水漂

白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要控制好工艺条件$在提高白度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织物强力的损伤!

三!合成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

!一"精练%漂白

合成纤维织物的练漂在于去除纤维在制造过程中施加的油剂$织造时所粘附的油污和上的



染整概论

!++""

聚丙烯酸酯或 Pfc等合成浆料$使织物更加洁白!

纯涤纶织物可用 B C’:I]肥皂’#:I]纯碱和 $JB:I]硅酸钠溶液进行退浆’煮练$在 #$$S

处理 E$%)/ 左右$然后充分水洗! 如需漂白$可平幅浸轧双氧水漂液%#$$RV@W@ # CB:I]’硅酸

钠 @ C’:I]’2V值 #$ C##&或亚氯酸钠漂液%O.U-W@ ’ C@$:I]$2V值 B CA&$然后汽蒸’水洗!

纯锦纶织物可在卷染机上精练$工艺为+在含有 ’:I]纯碱’’:I]E#B 净洗剂和 @J’:I]渗透

剂 l̂U的溶液中$在 D$ CL$S处理 @ 道$LD C#$$S处理 A 道$E$S水洗 @ 道$室温水洗 # 道! 如

需漂白$可用 $J’ C@:I]亚氯酸钠溶液$用醋酸调整 2V值为 B CA$然后在 D$S处理 B$ C
E$%)/$再充分水洗!

!二"热定形

!%热定形的目的#热定形是利用合成纤维的热塑性$将织物保持一定的尺寸和形态$加热

至所需的温度$使纤维分子链运动加剧$纤维中内应力降低$结晶度和晶区有所增大$非晶区趋

向集中$纤维结构进一步完整$使纤维及其织物的尺寸热稳定性获得提高的加工过程!

合成纤维的大分子结构中一般不含有亲水基团$分子链排列紧密$结构紧凑$在常温下合成

纤维的缩水现象不明显! 但合成纤维在纺丝成型中热处理时间短$存在内应力*在织造和染整

加工中$又受到拉伸和扭曲等机械力的反复作用$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也存在内应力! 这使得

合成纤维及其织物遇热会发生收缩和起皱!

热定形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织物上已有的皱痕’提高织物的尺寸热稳定性%主要指高温条件

下的不收缩性&和不易产生难以去除的折痕! 此外$热定形还能使织物的强力’手感’起毛起球

现象和表面平整度等性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或改变$对染色性能也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合

成纤维织物及其混纺或交织织物$在染整加工过程中都要经过热定形处理! 而且根据品种和要

求的不同$有些合成纤维织物还需要经过两到三次的热定形处理!

从处理效果看$定形有暂时定形和耐久定形%习惯上称为永久定形&两种! 经过耐久定形

后的纤维’纱线或织物$在后续加工或服用过程中$遇到湿’热和机械单独或联合作用$都能保持

定形时的状态! 根据热定形工艺有水与否$定形又分为湿热定形和干热定形两种! 对同一品种

的合成纤维织物来说$达到同样定形效果时$采用湿热定形的温度可比干热定形的温度低一些!

锦纶和腈纶及其混纺织物$往往多用湿热定形工艺$而涤纶由于吸湿溶胀性很小$因此涤纶及其

混纺织物采用干热定形工艺!
$%热定形的机理#含有合成纤维的织物维持一定的形状经过热定形后$织物尺寸热稳定

性提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热定形过程中纤维大分子链段发生了重排$微结构单元产生了变

化! 在玻璃化温度%!:&以下$纤维无定形区大分子链中的原子或原子团只能在平衡位置上发

生振动$分子间作用力不被拆散$链段亦不能运动! 当温度高于 !:时$分子链段热运动加剧$分

子间作用力被破坏$这时若对纤维施加张力$分子链段便能够按外力的作用方向进行蠕动而重

排$保持在张力冷却过程中! 相邻分子链段间在新的位置上重新建立起分子间作用力$冷却后

这种新的状态便被固定下来$原有的应力则减小! 在热定形过程中$涤纶’锦纶的结晶度随热定

形温度的提高而提高$结果使纤维的热稳定性也得到提高!

一般认为涤纶或锦纶中晶粒的大小和完整性各不相同$其分布状态如图 @ 8@F 中"原来#



第二章!练!漂

!+!""

T
·
2 干

湿

T1 温度定形后

T2 温度定形后

T1

熔
点

频
率

原来

结晶的尺寸或完整性

!图 @ 8@F!纤维中晶区的大小和

完整性示意图

曲线所示! 在某一温度下进行热定形时$纤维中比

较小而完整性又比较差的晶体%原来曲线阴影部

分&发生了熔化$比较大而且完整的晶体非但不熔

化$相反还会得到增长$即增大和变得完整$从而纤

维的结晶度得到提高$这样就使晶粒的大小及完整

性分布达到一个新的状态$如图@ 8@F!# 以后所

示! 假如将经 !# 定形后的纤维$再经过更高温度

!@ 热处理$则可在新的状态下$获得更高的尺寸热

稳定性!

水分或其他溶剂会使整个熔点曲线往下移$这

就是达到同样的定形效果$采用湿热定形时的温

度$可比干热定形温度低的缘故!

热定形过程中$腈纶的蕴晶区尺寸变大$取向度无变化$重建一些更为强固的新的联结点$

蕴晶区完整性提高$非晶区侧序度中取向度随热定形温度的提高而下降$非晶区因大分子运动

加剧而重排$内应力减小$热稳定性得到提高!
&%热定形的设备#目前合成纤维热定形设备主要是以热空气为介质的热风焙烘机$按热

空气的受热方式可分为+电热式’油热式’燃气式*按织物的运送方式可分为+针铗式’导辊式’悬

挂式! 其中用于合成纤维干热定形的主要设备是针铗式热风拉幅定形机$如图 @ 8@D 所示! 针

铗式热风拉幅定形机主要由进布装置’超喂装置’探边器’扩幅装置’加热及风道系统’烘房’出

布装置等组成!

2 3 41 75 6

图 @ 8@D!针铗式热风拉幅定形机结构示意图

#,进布架!@,超喂装置!B,布铗链伸幅装置!A,烘房!’,冷风

E,输出装置!F,冷却装置

%#&超喂装置! 超喂是指织物喂入针铗的速度大于针铗本身运行的速度时造成的超量喂

布状态! 它可以降低进布时织物的经向张力$便于纬向扩幅!
%@&扩幅装置! 进布端左右各有一支调节轨板间距的调幅丝杆$该调幅丝杆由可变转向的

专用电动机拖动$而两台专用电动机的运转状态分别由同侧探边器传感$按上述运行织物边缘

位置的变化来控制!
%B&烘房! 定形机烘房呈热风循环设计$如图 @ 8@L 所示! 在烘房出布端上下各有一组轴

流风机$供上’下风道喷风! 由轴流风机吹出的热风$经楔形风道均匀从上’下各喷嘴喷出$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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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向织物的两面! 织物在一定经’纬向张力作用下$受到上’下对吹的热风焙烘$从而完成定形

过程!

3 2 1

4

图 @ 8@L!烘房结构示意图

#,轴流风机!@,风道!B,喷嘴!A,织物

%A&出布’冷却装置! 织物热定形后出烘房$进入出布’冷却阶段! 冷却方式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向布面表面喷吹冷风$使织物温度下降*另一种是冷水辊冷却$织物绕过冷水循环空

心辊筒$使织物直接与冷水循环辊筒表面接触而降温! 一般落布温度控制在 ’$S以下! 为了

保证良好的冷却效果$通常可采用喷吹冷风和冷水辊冷却相结合的办法! 织物出烘房后$先由

上’下几组窄缝喷口喷冷风降温$然后脱离针板$再经夹套式冷水辊冷却$最后落布!
’%热定形的工艺#涤纶或涤棉混纺织物进行热定形加工时$一般是使具有自然回潮的织

物$以一定的超喂进入针铗链$两串针铗刺住布边并调节针铗链间距离$使织物伸幅! 一般将

织物的幅宽拉伸到比成品要求略大一些$如大 @ CB4%$然后织物随针铗链的运动进入热烘

房$在一定的张力下进行热定形处理! 热定形温度通常根据织物品种和要求等确定$纯涤纶

织物往往在 #D$ C@@$S$涤棉混纺织物在 #D$ C@#$S$时间为 @$ CB$1! 锦纶及其混纺织物

干热定形温度为 #L$ C@$$S%锦纶 E&或 #L$ C@B$S%锦纶 EE&$处理时间为 #’ C@$1! 腈纶织

物经 #F$ C#L$S$处理 #’ C#E1后$可以防止后续加工中形成难以消除的折皱$并能防止织物

发生严重的收缩$但纤维有泛黄倾向! 含氨纶弹力织物的热定形温度一般在 #’$ C#D’S之

间$如超过 #L’S$会引起纤维弹力的较大损失
(#) ! 织物离开热烘房后$要保持定形时的状态

进行强制冷却$可以采用向织物喷吹冷风或使织物通过冷却辊的方法$使织物温度降到 ’$S

以下落布
(#) !

含锦纶织物多采用湿热定形$定形后织物手感较干热定形丰满’柔软! 湿热定形可分为热

水浴和汽蒸两类! 热水浴定形最普通的方法是将织物在沸水中处理 @ CE7$定形效果稍差*汽

蒸定形一般是在高压釜中进行$温度可达 #@’ C#B’S$处理 @$ CB$%)/ 可获得较好的定形效果!

汽蒸定形若采用饱和蒸汽$则定形效果与水浴法接近$若采用过热蒸汽$则接近于干热定形$加

工时通常将织物卷绕在多孔的可抽真空的辊上$然后放入汽蒸设备在 #B$ C#B@S汽蒸 @$ C
B$%)/! 针织物多采用这种定形方法!

影响织物热定形效果及其性能的主要因素有热定形温度’时间和张力等! 热定形温度越

高$织物的尺寸稳定性也越高! 热定形温度对织物染色性能的影响随纤维品种’染料性能和染

色方式不同而异! 对热定形不敏感的染料$涤纶织物在热熔染色时多随定形温度的升高$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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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百分率降低! 对热定形比较敏感的染料$涤纶织物在浸染时$开始随热定形温度的升高$对染

料的吸收不断降低$在 #F’S时吸收率最低$超过 #F’S后又上升$甚至超过未定形的织物
(#) !

锦纶织物采用湿热定形时$其上染率提高$使用干热定形处理时$其上染率下降$在定形温度高

于 #’$S后对染料的吸收开始下降$超过 #F$S后则显著下降! 另外$干热定形易使锦纶泛黄!

热定形时间取决于热源的性能’织物结构’纤维导热性和织物含湿量等! 热定形过程中织物所

受的张力对织物的尺寸稳定性’强力和延伸度都有一定影响$经向尺寸热稳定性随定形时超喂

量的增大而提高$而纬向尺寸热稳定性则随门幅拉伸程度的增大而降低! 定形后织物的平均单

纱强力略有提高!

热定形工序的安排一般因织物品种’结构’染色方法和工厂条件等不同而不同$大致有四种

安排+坯布定形’碱减量前定形’染色或印花前定形’染色或印花后定形! 一般合成纤维及其混

纺和交织织物需要经过两至三次热定形$即坯布定形’碱减量前定形或染色和印花前定形一次

或两次! 属于前处理的范畴$常称为预定形$在染色或印花以后再进行一次拉幅热定形$这样对

染色’印花质量和成品的尺寸稳定性以及平整的外观都有保证
(#) !

在预定形中如果采用坯布定形$由于织物在进行染整加工前已经过热定形$处于一种比较

稳定的状态$因此在后续加工中不致发生严重的变形! 但织物上的 Pfc等浆料被固化$使其水

溶性变差$而难以除去$另外一些纺丝油剂经高温挥发后$污染设备$并带来废气问题
(#) !

采用碱减量前定形和染色或印花前定形的品种较多$如经编织物’长丝机织物和涤I棉织物

等! 对于需采用碱减量处理的涤纶仿真丝织物$有采用三次热定形的工艺$即在精练%预缩&后

和碱减量处理前先定形%预定形&一次$碱减量后和染色或印花前再定形%预定形&一次*然后在

染色或印花后再经过一次拉幅热定形!

染色或印花后定形的工序$可以消除前处理及染色或印花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折痕*而且

染色或印花后的工序较少$可使成品保持良好的尺寸稳定性和平整的外观! 如果只采用染色或

印花后定形$而在前处理中未经过热定形%预定形&的织物$则要求定形前的加工过程要用平幅

设备$尽量少产生折痕$因为绳状高温染色时若造成折痕$在热定形时难以去除! 并且所采用的

染料要求在热定形条件下不变色$而且升华牢度要高! 如涤I毛织物可采用染色后热定形$并且

常将热定形过程安排在更后一些$如在剪毛后进行
(#) !

四!混纺和交织织物的前处理

!一"涤棉混纺和交织织物的前处理
#@&F$

涤纶和棉以一定比例混纺或交织$既保持了涤纶的优点$又改善了穿着不透气等缺点! 涤

纶与棉的比例$通常以涤为主的品种为涤 E’I棉 B’$代号 KIU*以棉为主的品种为棉 ’’I涤 A’ 或

棉 E$I涤 A$$也有涤 ’$I棉 ’$ 的$这类织物习惯上称之为低比例涤I棉$代号 UfU!

涤I棉织物的前处理工序一般包括+烧毛’退浆’煮练’漂白’丝光和热定形等!
!%烧毛#涤I棉织物使用气体烧毛机$一般采用一正一反烧毛工艺! 由于涤纶的燃烧温度

为 AD’S$熔点为 @’$ C@E’S$为了获得良好的烧毛效果$涤纶烧毛必须高温快速$绒毛的温度

高于 AD’S$但布身的温度低于 #D$S$落布时布身温度要低于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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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浆#涤棉混纺织物上的浆料$是以聚乙烯醇为主的混合浆料! 在各种浆料中$聚乙烯

醇的退浆是比较困难的$可采用热碱退浆或氧化剂退浆! 热碱退浆工艺为+织物浸轧 D$S的含

’ C#$:I]的烧碱溶液$堆置或汽蒸 B$ CE$%)/$然后用热水或冷水充分洗涤至织物上的 2V值为

F CD! 氧化剂退浆工艺为+织物浸轧含 V@W@ A C’:I]’适量烧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溶液$然

后进行汽蒸$热水洗$冷水洗!
&%煮练#涤I棉织物因含有棉的成分$必须通过煮练去除棉纤维中的天然杂质及涤纶上的

油剂和低聚物! 涤I棉织物煮练一般工艺为+织物浸轧含烧碱 D C#$:I]’渗透剂 @ C’:I]的煮

练液后$在 L’ C#$$S汽蒸$然后用热水和冷水充分洗涤! 如涤I棉织物中棉的比例高$则烧碱

用量适量增加! 但烧碱对涤纶有一定的损伤$因此应严格控制好工艺条件$既使棉纤维获得良

好的煮练效果$同时又使涤纶的损伤限制在最低点!
’%漂白#涤I棉织物的漂白主要是去除棉纤维中的天然色素$所以用于棉织物的各种漂白

剂均可用于涤I棉织物漂白$其漂白的工艺条件与棉织物基本相同$但漂白剂用量相对低一些!

例如用亚氯酸钠轧漂涤I棉织物的工艺为+浸轧含亚氯酸钠 #@ C@’:I]’适量活化剂的漂液$在

#$$S左右汽蒸 A’ CE$%)/$可获得良好的漂白效果!

由于涤纶耐碱性差$不可能进行充分的煮练$而漂白剂具有去杂能力! 因此$涤I棉织物退

浆’煮练’漂白三道工序应统筹考虑$根据不同品种和加工要求$采用一步’二步或三步法工艺!
%#&漂白涤I棉织物+亚,氧双漂工艺’碱煮加氧,氧双漂工艺!
%@&中浅色涤I棉织物+亚漂工艺’碱煮,氧漂工艺’碱煮加氧,氧双漂工艺!
%B&深色涤I棉织物+碱煮,氧漂工艺’碱煮,氯漂工艺!
(%丝光#涤I棉织物丝光是针对其中棉纤维组分而进行的$其工艺条件基本可参照棉织物

丝光! 考虑到涤纶不耐碱$因此涤I棉织物丝光时碱液浓度可适当降低一些$去碱箱的温度低一

点$为F$ CD$S!
)%热定形#涤I棉织物热定形是针对其中的涤纶组分而进行的$其工艺条件基本上可参照

纯涤纶织物热定形! 涤I棉织物干热缩率一般都比纯涤纶织物低! 另外$高温下棉纤维易泛黄$

所以涤I棉织物热定形温度宜低一些$一般为 #D$ C@$$S!
!二"粘棉混纺和交织物的前处理

#@$

粘棉混纺和交织织物的前处理工艺随粘棉的比例不同而有差异$通常比例为粘 ’$I棉 ’$

或粘 @’I棉 F’ 等! 棉成分高$其前处理工艺与棉织物相同*棉成分低$前处理的条件应缓和些!

工艺流程一般为+烧毛)退浆)煮练)漂白)丝光! 烧毛时$如粘胶纤维比例大$烧毛速度要稍

快一些! 粘I棉织物一般上淀粉浆$由于粘胶纤维对酸’碱稳定性差$所以多采用酶退浆! 粘I棉
织物需煮练去除棉纤维上的天然杂质! 棉纤维比例高的可用烧碱进行低压煮练$压力为

$J$FDA C$J$LDQP.*棉纤维比例低的可采用烧碱和纯碱的混合碱剂进行开口煮练! 粘I棉织物

一般用次氯酸钠漂白$漂白工艺可参照棉织物漂白工艺! 丝光时$由于粘胶纤维的耐碱性差$碱

液浓度应适当降低!
!三"涤粘中长混纺和交织物的前处理

#@$

中长纤维织物混纺比例一般涤I粘织物为涤 E’I粘 B’ 或涤 F$I粘 B$*涤腈织物为涤 E$I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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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涤 E’I腈 B’ 和涤 ’$I腈 ’$*涤I腈I粘织物为涤 ’$I腈 BBI粘 #F! 由于化学纤维含杂较少$所

以中长化纤织物的练漂工艺比较简单$只需要进行烧毛’退浆’煮练’定形等工艺$其工艺总的要

求是简单并且为松式加工$中心是"松#! 涤I粘织物的前处理工艺一般为+采用强火快速一正

一反烧毛! 如果烧毛不匀$将导致染色时上染不匀! 采用高温高压染色的织物$最好采用染后

烧毛! 烧毛后直接用过氧化氢进行一浴法前处理$不但退浆率高$而且还有煮练和漂白作用$退

煮后在松式烘燥设备上烘干$再在 [[K短环烘燥热定形机上$在 #L$S适当超喂条件下进行热

定形!

第八节!短流程前处理

退浆’煮练’漂白三道工序并不是截然隔离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碱退浆的同时$也有去除

天然杂质’减轻煮练负担的作用! 而煮练有进一步的退浆作用$对提高白度也有好处$漂白也有

进一步去杂的作用! 传统的三步法前处理工艺稳妥$重现性好$但机台多$能耗大$时间长$效率

低! 从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出发$可以把三步法前处理工艺缩短为两步或一步$这种工艺称

为短流程前处理工艺! 由于短流程前处理工艺把前处理练漂工序的三步变为两步或一步$原三

步所要除去的浆料’棉蜡’果胶质等杂质要集中在一步或两步中去除$必须采用强化方法! 与常

规氧漂工艺相比$碱浓度要大大提高$双氧水用量也要提高 @J’ CB 倍$同时还需添加各种高效

助剂! 因此$一方面对棉蜡的乳化’油脂的皂化’半纤维素和含氮物质的水解’矿物质的溶解及

浆料和木质素的溶胀十分有利$但另一方面在强碱浴中双氧水的分解速率显著增加$增大了棉

纤维损伤的危险性$所以$短流程前处理需严格掌握工艺条件!

一!两步法前处理工艺
"L#

两步法前处理工艺分为织物先经退浆$再经碱氧一浴煮漂和织物先经退煮一浴$再经常规

漂白两种工艺!
!一"织物先经退浆&再经碱氧一浴煮漂工艺

这种工艺由于碱氧一浴中碱的浓度较高$易使双氧水分解$需选用优异的双氧水稳定剂!

另外$这种工艺的退浆和随后的洗涤必须充分$以最大限度地去除浆料和部分杂质$减轻碱氧一

浴煮漂的负担! 这种工艺适用于含浆较重的纯棉厚重紧密织物$其工艺举例如下+

烧毛)轧退浆液)打卷常温堆置 B CA7(亚溴酸钠%以有效溴计&#J’ C@:I]$O.WV’ C
#$:I]$PM,D@$ B C’:I]))L’S以上高效水洗)浸轧碱氧液%#$$R双氧水 #’:I]$#$$RO.WV
@’ CB$:I]$稳定剂 #’:I]$PM,D@$ D C#$:I]$渗透剂 D C#$:I]&)履带汽蒸箱 #$$S汽蒸

E$%)/)高效水洗)烘干!
!二"织物先经退煮一浴&再经常规漂白工艺

这种工艺是将退浆与煮练合并$然后漂白! 由于漂白为常规工艺$对双氧水稳定剂的要求

不高$一般稳定剂都可使用! 而且$由于这种工艺碱的浓度较低$双氧水分解速度相对较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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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的损伤较小! 但浆料在强碱浴中不易洗净$会影响退浆效果$因此$退煮后必须充分水洗!

这种工艺适用于含浆不重的纯棉中薄织物和涤棉混纺织物$其工艺流程举例如下+

烧毛)浸轧碱氧液及精练助剂)b形汽蒸箱 #$$S汽蒸 E$%)/ 进行退煮一浴处理)L$S以

上高效水洗)浸轧双氧水漂液%2V值 #$J’ C#$JD&)]汽蒸箱 #$$S汽蒸 ’$ CE$%)/)高效

水洗!

二!一步法前处理工艺
"L#

一步法前处理工艺是将退浆’煮练’漂白三道工序并为一步$采用较高浓度的双氧水和烧

碱$再配以其他高效助剂$通过冷轧堆或高温汽蒸加工$使半制品质量满足后加工要求! 其工艺

分为汽蒸一步法和冷堆一步法两种!
!一"汽蒸一步法

退煮漂汽蒸一步法工艺$由于在高浓度的碱和高温条件下$易造成双氧水快速分解$引起织

物过度损伤! 而降低烧碱或双氧水浓度$又会影响退煮效果$尤其是对重浆和含杂量大的纯棉

厚重织物有一定难度$因此$这种工艺只适用于涤棉混纺织物和轻浆的中薄织物!
!二"冷堆一步法

冷堆一步法工艺是在室温条件下的碱氧一浴法工艺$由于温度较低$尽管碱浓度较高$但双

氧水的反应速率仍然很慢$所以需长时间的堆置才能使反应充分进行$使半制品达到质量要求!

冷堆工艺的碱氧用量要比汽蒸工艺高出 ’$R C#$$R! 由于作用条件温和$对纤维的损伤相对

较小$因此该工艺广泛适用于各种棉织物!

棉织物冷轧堆一步法工艺举例如下!
!%工艺流程#烧毛)浸轧碱氧液%常温二浸二轧$轧余率 #$$R C##$R&)打卷室温转动

堆置%’ CF,I%)/$@’7&)LDS以上热碱处理)高效水洗)烘干!
$%工艺条件#冷轧堆浸轧液组成+O.WV%#$$R&AE C’$:I]$V@W@ %#$$R&#E C@$:I]$水

玻璃 #A C#E:I]$精练剂 #$:I]$渗透剂 @:I]!

热碱洗液组成+O.WV%#$$R&#D C@D:I]$煮练剂 ’:I]!

冷堆后必须加强热碱处理$以提高氧化裂解后的浆料’果胶质’蜡质等杂质在碱溶液中的溶

解度$并促使这些杂质在碱性溶液中进一步水解’皂化和去除$提高织物的毛效和白度!

复习指导

练漂是纺织品加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后续染色$印花$整理的基础!练漂加工的好

坏直接影响成品的质量" 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掌握以下内容#
#J了解练漂的目的和主要工序"
@J熟悉染整厂对水质的要求!硬水对染整加工质量的影响!水的软化方法!表面活性剂的

结构特征和染整加工中常用表面活性剂的性能"
BJ熟悉棉及棉型织物的练漂工序$典型工艺及设备"
AJ熟悉丝光及液氨处理的目的$原理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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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了解麻及麻型织物的练漂加工工艺"

EJ了解丝及丝型织物的练漂工艺和特点"

FJ熟悉毛及毛型织物的湿整理的一般工艺"

DJ了解化学纤维织物练漂加工特点和工艺"

LJ熟悉热定形的目的$原理和工艺"

#$J了解短流程前处理工艺"

思考题

#J试述练漂加工的目的和主要工序"

@J试述染整厂对水质的要求" 为什么说水质对染整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

BJ试述表面活性剂的分子结构特点!表面活性剂在染整加工中起哪些主要作用%

AJ烧毛的目的和作用原理是什么% 生产中常用的烧毛机有哪几种类型%

’J退浆的方法有哪几种% 试述酶退浆的一般工艺及其优缺点"

EJ试述棉煮练加工的目的和煮练质量评价方法" 举例写出一个煮练工艺流程和条件"

FJ简述酶精练加工的原理和工艺"

DJ分别写出过氧化氢$次氯酸盐$亚氯酸盐漂白工艺各一个"

LJ写出布铗丝光的工艺条件!棉纤维经丝光处理后其性能发生了哪些变化%

#$J试述液氨处理的原理和工艺"

##J与棉相比!麻类织物的练漂有哪些特点%

#@J分别简述丝织物皂碱精练$酶精练$复合精练剂精练的原理"

#BJ试述洗呢加工的目的!精纺毛织物与粗纺毛织物洗呢加工工艺有哪些不同%

#AJ试述影响煮呢加工的主要因素"

#’J简述缩呢的原理!影响缩呢加工的因素有哪些%

#EJ试述再生纤维素纤维织物前处理的一般工艺条件"

#FJ合成纤维织物为什么要进行热定形处理% 热定形的目的是什么%

#DJ写出合成纤维织物热定形的工艺条件!试述涤纶热定形的机理"

#LJ试述涤I棉织物前处理的一般工艺流程和工艺条件"

@$J什么是短流程前处理工艺% 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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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王菊生$孙铠 J染整工艺原理%第二册&!Q"J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LD@k

!A"吴立 J染整工艺设备!Q"J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LLBk



染整概论

!+)""

!’"’棉纺织工艺简明手册(编写组 J棉纺织工艺简明手册%织造部分&!Q"J北京#纺织工

业出版社$#LDDJ
!E"周文龙 J酶在纺织中应用!Q"J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k
!F"陶乃杰 J染整工程%第二册&!Q"J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LL#k
!D"杨静新 J染整工艺学%第二册&!Q"J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Ak
!L"徐谷仓 J染整织物短流程前处理!Q"J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LLLk



!

!+*""

第三章!染!色

第一节!染色概述

!!一!概述

染色是把纤维制品染上颜色的加工过程$是借染料与纤维发生物理或化学的结合$或者用

化学的方法在纤维上生成颜色$使整个纺织物成为有色物体
(#) ! 染色是在一定温度’时间’2V

值和所需染色助剂等条件下进行的! 各类纤维制品的染色$如纤维素纤维’蛋白质纤维’再生纤

维和合成纤维制品的染色$都有各自适用的染料和适应的工艺条件!

按纺织品形态的不同$染色主要有+织物染色’纱线染色’散纤维染色三种! 应用最多的是

织物染色! 纱线染色多用于纱线制品和色织物或针织物所用的纱线! 散纤维染色则多用于混

纺织物’交织物和厚密织物所用的纤维!

染色方法主要分浸染和轧染两种! 浸染是将染品反复浸渍在染液中$使织物和染液不断相

互接触$经过一段时间把织物染上颜色的染色方法! 它适用于散纤维’纱线和小批量织物的染

色! 轧染是先把织物浸渍染液$然后使织物通过轧辊的压力$把染液均匀轧入织物内部$再经过

汽蒸或热处理的染色方法! 它适用于大批量织物的染色!

二!染料的基本知识和分类
"@#

染料一般是有色的有机化合物$大多溶于水$或通过一定化学药剂处理$转变成可溶于水的

物质! 它们能与纤维发生物理或化学的结合$而染着在纤维上$使纤维材料具有一定染色牢度

的颜色! 颜料也是一种有色物质$不溶于水$也不能染着于纤维$但能依靠黏着剂的作用$机械

地附着在纤维表面或内部!
!一"染料的颜色和吸收光谱

各种物质对光所引起的反射’折射及吸收等作用不同$肉眼的感觉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

颜色! 如果不同波长的可见光波$都透过物体$则该物体是无色透明的*如果光都被物体反射$

该物体是白色的*倘若光都被吸收$则物体是黑色的! 只有当物体选择吸收可见光波中某一波

段的光波$反射出其余各波段光波时$物体才呈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相应的彩色! 因此$

染料有颜色是由于染料对可见光的选择吸收的结果! 例如$黄色染料溶液所吸收的主要是可见

光谱中波长为 A’$ CAF’/%的蓝色光波$紫红色染料溶液所吸收的主要是可见光谱中波长为

’$$ C’A$/%的绿色光波! 如果把染料所吸收的光波和反射的光波混在一起$又得到白光$两束

光线相加呈白光的关系$称为补色关系! 这两束光线的颜色互成补色! 染料的颜色是被染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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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光色的补色! 如果染料溶液对不同波长的波$都同样地强烈吸收$这种染料是黑色染料!

染料在稀溶液中的浓度$可根据朗伯,比尔定律测定! 将光强 .$ 的单色光$透过染液浓度

为 *’厚度为 /的稀染液液层$经染液吸收后$从染液射出的出射光强度减弱为 .! 根据朗伯,比

尔定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

0H-:
.$
.H%*/

式中+0,,,吸光度*
.$,,,入射光线强度*
.,,,光线透过溶液后的强度*

%,,,吸收度或摩尔吸光系数$]I%3--4%*
*,,,溶液浓度$%3-I]*
/,,,液层厚度$4%!

ε

600 λ / nm400 500

图 B 8#!酸性红 j%UJZJ酸性红 #&的

吸收光谱图

由此可见$光的吸收与染料溶液的浓度有关! 可

通过分光光度计在不同波长的单色光下$测定某一浓

度溶液的光密度值即可表示染料在这个浓度下对不

同波长光线的吸收强度$并且以波长为横坐标$吸收

强度为纵坐标作图得到该染料的吸收光谱曲线! 图

B 8# 为 酸 性 单 偶 氮 染 料 %酸 性 红 j& 的 吸 收 光 谱

曲线!
!二" 染 料 颜 色 的 色 调 !JK@.LD.1.C"% 明 度

!MCBGJNF@??"和饱和度!/@GC@@.L?0NKC0NB.F"

染料颜色有三种特性+色调’明度和饱和度! 可

见光谱不同波长的辐射$在视觉上表现为各种色调$

如红’黄’蓝! 红’黄’蓝三色是染料颜色中的基本色$

称三原色$各种色调的颜色都可由三原色拼混得到! 明度是人眼感觉到染料颜色的明亮程度$

决定于染料反射率的高低! 饱和度相当于颜色的纯度! 染料颜色中加入白光$颜色饱和度减

低$明度增高*染料颜色中加入黑光$颜色饱和度增加$明度下降! 人眼是从这三种特性来区分

各种颜色的!
!三"染料应用分类

根据染料的化学性质’染色对象和染色方法$通常将染料分为以下几种!
!%直接染料$/BC@DN/O@?%#这类染料分子多数为偶氮结构并含磺酸基’羧酸基等水溶性基

团$可溶于水$一般染料对纤维素有亲和力$染料分子与纤维素纤维分子之间以范德华力和氢键

相结合$在中性盐存在的水溶液中$可直接上染纤维素纤维$应用方便! 这类染料主要用于纤维

素纤维的染色! 但染色牢度不够好! 它们也可用于真丝的染色!
$%活性染料$C@0DNBP@/O@?%#这类染料结构中含有一个或几个活泼官能团$称为活性基

团$在适当条件下$能与纤维素纤维’蛋白质纤维等发生化学反应$而生成坚牢的结合! 它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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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湿处理牢度和摩擦牢度$色泽也很鲜艳$所以有较多的应用! 主要用于棉’麻’合成纤

维等纤维的印染$也可用于羊毛’蚕丝等蛋白质纤维的染色’印花!

&%还原染料$P0N/O@?%#这类染料不溶于水$分子中含有羰基% ((U W &$需在碱性条件

下经还原剂还原成羟基钠盐$才能溶解于水! 染在纤维上后$经过氧化$再回复成不溶性染料!

染色过程为染料还原氧化过程! 这类染料的日晒牢度’皂洗牢度一般都很好$色谱比较齐全$主

要用于纤维素纤维的染色!
’%暂溶性还原染料$N@AH.C0CB1O ?.1KMB1BE@/P0N/O@?%#它是还原染料的衍生物$可溶于

水$上染纤维后$需在酸液中经过氧化剂处理$使染料水解’氧化$回复成不溶性的还原染料而染

着在纤维上$主要用于纤维素纤维染色!
(%硫化染料$?K1HJKC/O@?%#它与还原染料类似$染色前需要还原’溶解才能上染纤维$然

后氧化$回复成不溶性染料! 这类染料用于纤维素纤维的染色!
)%不溶性偶氮染料$0E.BD/O@?%#这类染料由两个有机化合物组成$它们在纤维上化合$

生成偶氮染料而染着纤维! 这类染料又称冰染染料$皂洗牢度良好$曾是纤维素纤维制品的重

要染料之一!
+%酸性染料$0DB//O@?%#这类染料可溶于水$分子结构中有磺酸基或羧基! 可在酸性或

中性介质中上染蛋白质纤维和聚酰胺纤维$湿处理牢度随品种而异!
,%酸性媒染染料$0DB/A.C/0FN/O@?%#染料分子中含有磺酸基或羧基$具有酸性染料的

性质$而在偶氮基上的邻位上又含有羟基$染色后又可与金属离子在纤维上螯合$具有媒介染料

的性质! 这类染料在染色前或上染纤维以后$需将织物用媒染剂处理$才能获得良好的染色牢

度和预期的色泽! 这类染料的日晒牢度和湿处理牢度均比酸性染料好$但色泽较暗! 主要用于

羊毛的染色! 含有媒染剂的络合金属离子的酸性染料$称为酸性含媒染料!
2%阳离子染料$D0NB.FBD/O@?%#这类染料分子溶于水呈阳离子状态$故称阳离子染料$主

要用于腈纶的染色! 但早期的染料分子中$具有碱性基团$常以盐形式存在$可溶于水$能与蚕

丝等蛋白质分子以盐键形式相结合$故又称碱性染料或盐基染料!
!3%分散染料$/B?H@C?@/O@?%#这类染料在水中溶解度很低$是非离子型染料$染色时用分

散剂将染料分散成极细颗粒$在染浴中呈分散状态对纤维染色$所以称分散染料$是涤纶和醋酯

纤维染色的常用染料$染色牢度好!

各种不同类别的纤维制品$根据所需染色色泽’染色牢度和染色成本$可选用多种染料品

种! 纤维素纤维可用直接染料’活性染料’还原染料’暂溶性还原染料’硫化染料和不溶性偶氮

染料染色! 蛋白质纤维’羊毛可用酸性染料’酸性含媒染料和酸性媒染染料染色! 蚕丝可用酸

性染料’酸性含媒染料’直接染料和活性染料染色! 涤纶可用分散染料染色! 锦纶可用酸性染

料’酸性含媒染料和分散染料染色! 腈纶可用阳离子染料染色! 维纶可用硫化染料’还原染料

和酸性媒染染料染色$也可用直接染料和分散染料染色!
!四"染料的结构分类

!%偶氮染料$0E. /O@?%#这类染料的结构中$由偶氮基%"" (( ""O O &连接芳环$成为一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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轭体系! 根据染料分子中含有偶氮基的数目可分单偶氮染料’双偶氮染料和多偶氮染料! 具有

这类结构的染料品种最多$有直接染料’活性染料’不溶性偶氮染料’酸性染料’酸性媒染染料’

酸性含媒染料’阳离子染料和分散染料等$色谱较为齐全!

$%蒽醌染料$0FNJC0QKBF.F@/O@?%#这类染料中含有蒽醌结构$包括酸性染料’酸性媒染

染料’活性染料’还原染料’分散染料和阳离子染料等!

&%三芳甲烷类染料$NCB0CO1A@NJ0F@/O@?%#这类染料以三芳甲烷结构为共轭体系的骨干$

由一个碳原子连接三个芳环形成共轭体系! 这类染料包括酸性染料’阳离子染料等$染料色谱

主要是紫’蓝’绿等浓色! 如结晶紫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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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蓝!!!!!!!!!!!!!!硫靛

(%硫化染料$?K1LKC0NB.F/O@?%#这类染料具有比较复杂的含硫结构$能在硫化钠溶液中

对纤维素纤维染色!

)%$多%次甲基类染料$H.1OA@NJBF@/O@?%#这类染料又称为多甲川类染料$其分子的共轭

体系中具有链段 ""UV(! (( "")UV
’

%式中 ’ 为正整数&! 其品种主要是碱性染料%阳离子染料&!

在多次甲基类染料结构中$有一个或几个次甲基%"" ((UV &为"" ((O 所代替而成的染料$称

氮杂次甲基染料$主要为阳离子染料!

染料结构类别除上述外$还有酞菁染料’硝基和亚硝基染料’杂环结构染料等!

三!染色牢度

染色牢度是指染色产品在使用或染色以后的加工过程中$在各种外界因素的作用下$能保

持原来色泽的能力%或不褪色的能力&! 保持原来色泽的能力低$即容易褪色$则染色牢度低$

反之$称为染色牢度高! 因此染色牢度是衡量染色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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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牢度的种类很多$以染色产品的用途’所处的环境和后续加工工艺而定$主要有耐晒牢

度’耐气候牢度’耐洗牢度’耐汗渍牢度’耐摩擦牢度’耐升华牢度’耐熨烫牢度’耐漂牢度’耐酸

牢度’耐碱牢度等$此外根据产品的特殊用途$还有耐海水’耐烟熏等牢度!

染色产品的用途不同$对染色牢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衬里布与日光接触机会少$而摩擦

机会较多$因此对摩擦牢度要求较高$而对耐晒牢度要求较低! 夏季服装用布则应具有较高的

耐晒’耐洗和耐汗渍牢度!

染料在某一纤维上的染色牢度$除了与染料的化学结构有关外$染料在纤维上的物理状态

%如染料的分散或聚集程度$染料在纤维上的结晶形态等&’染料的浓度’染料与纤维的结合情

况’染色方法和工艺条件等对染色牢度也有很大的影响! 此外$纤维的性质对染色牢度的关系

也很大$同一染料在不同的纤维上往往具有不同的染色牢度! 为了对产品进行质量检验$国际

标准化组织%Z/0+,/.0)3/.-W,:./)G.0)3/ (3,[0./;.,;)G.0)3/$简写为 ZJ[JWJ&参照纺织物的服用情

况$制定了一套染色牢度的测试方法和染色牢度标准! 各个国家也根据其国情和具体情况制定

了相应的染色牢度国家标准$我国的国家标准是 jh NNNN, NN%jh编号,年份&! 由于

纺织物的实际服用情况很复杂$所以这些试验方法只能是一种近似的模拟!
!%耐晒牢度#耐晒牢度%-):70(.10/+11&是指被染物在日光照射下保持不褪色的能力! 染色

产品在光的照射下$染料吸收光能$能级提高$分子处于激化状态$导致染料分解而褪色! 日晒

褪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与染料结构’纤维种类’染色浓度’外界条件等都有关系!

一般来说$以蒽醌’酞菁为母体的染料耐晒牢度较好$硫化染料中以硫化黑’硫化蓝的耐晒

牢度较好$金属络合染料的耐晒牢度也比较高! 各类偶氮染料的耐晒牢度相差较大$许多近代

的不溶性偶氮染料的耐晒牢度较高$而一般联苯胺型的偶氮染料耐晒牢度较低$三芳甲烷类染

料一般都不耐晒!

耐晒牢度分为 D 级! # 级最低$约相当于在太阳光下暴晒 B7 开始褪色*D 级最高$约相当于

暴晒 BDA7 以上开始褪色! 每级有一个用规定染料染成一定浓度的蓝色羊毛织物标准$将试样

和 D 块蓝色标样在同一规定条件下进行暴晒$看试样褪色情况与哪一个标样相当而评定其耐晒

牢度!
$%耐洗牢度#耐洗牢度%?.17)/:(.10/+11&是指染色物在肥皂等溶液中洗涤时的牢度! 耐

洗牢度包括原样变色及白布沾色两项$原样变色即织物在皂洗前后的褪色情况$白布沾色是指

与染色织物同时皂洗的白布$因染物褪色而沾色的情况!

水溶性染料如直接染料’酸性染料等$若染色后未经固色处理%改变其溶解性能&$则耐洗

牢度一般较差$经固色后处理的染色织物$耐洗牢度可以提高! 水溶性较差或水不溶性的染料$

耐洗牢度一般均较高! 活性染料可与纤维发生共价键结合的化学反应$因而耐洗牢度较好!

耐洗牢度与染色工艺有密切的关系$染料染着不良’浮色多’染色后水洗及皂煮不良$均会

导致耐洗牢度下降!

耐洗牢度的变色和沾色等级$分别按"染色牢度变色样卡#%俗称灰卡&及"染色牢度沾色样

卡#的规定评定$样卡分 ’ 级’L 档$每档相差半级$所以耐洗牢度分 ’ 级$以 # 级最差$’ 级最好!
&%摩擦牢度#摩擦牢度%,6**)/:(.10/+11&一般分为干摩擦牢度和湿摩擦牢度两种$前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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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干的白布在一定压强下摩擦染色织物时白布的沾色情况$后者指用含水率 #$$R的白布在相

同条件下的沾色情况$湿摩擦牢度一般均比干摩擦牢度差! 染色织物的摩擦牢度与染色工艺有

密切关系$染料渗透均匀$染料与纤维结合得好$表面浮色除净$则摩擦牢度可以提高! 染色的

浓度高时$常常容易造成浮色$并且在单位时间及单位面积内掉下的染料数量常比浓度低时多$

因而摩擦牢度较差! 摩擦牢度评级方法同耐洗牢度沾色法$共分 ’ 级$’ 级最好!

其他染色牢度除气候牢度分 D 级外$均分 ’ 级$各种试验方法可参见国家标准!

四!染色方法
"B#

根据把染料施加于染物和使染料固着在纤维上的方式不同$染色方法可分为浸染%或称竭

染&和轧染两种!
!一"浸染!;)2 ;=+)/:"

将染物浸渍在染液中$经一定时间使染料上染纤维并固着在纤维上的染色方法$称为浸染!

浸染时$染液和染物可以同时循环$也可以只循环一种!

浸染设备较简单$操作较容易$适用于各种类型染物的染色$广泛用于散纤维’纱线’针织

物’真丝织物’丝绒织物’毛织物’稀薄织物’网状织物等不能经受张力或压轧的染物的染色! 浸

染一般是间歇式生产$劳动生产率较低!

浸染时染物质量与染液体积之比叫做浴比! 浸染时的染料用量一般用对纤维质量的百分

数表示$称为染色浓度$例如$被染物 ’$5:$浴比 #i@$$染色浓度为 @R$则染液体积为 #$$$]$所

用染料质量为 #5:!

浸染时$染液各处的温度和染料助剂的浓度要均匀一致$被染物各处的温度也要均匀一致$

否则就会染色不匀$因此染液和染物的相对运动是很重要的! 浴比的大小对染料的利用率’能

量消耗和废水量等都有影响! 浸染法所用染料通常采用分次加入的方法以求染色均匀$并加促

染剂以提高染料的利用率!
!二"轧染!2.; ;=+)/:"

轧染是将织物在染液中经过短暂的浸渍后$随即用轧辊轧压$将染液挤入纺织物的组织空

隙中$并除去多余的染液$使染料均匀分布在织物上$染料的上染是在以后如汽蒸或焙烘等处理

过程中完成的! 织物浸在染液里一般只有几秒到几十秒$浸轧后织物上带的染液%通常称轧余

率$以干布质量的百分率计&不多$在 B$R C#$$R之间%合成纤维织物的轧余率在 B$R左右$棉

织物轧余率在 E’R CF$R$粘胶纤维织物的轧余率约为 L$R&$不存在染液的循环流动$没有移

染过程! 轧染一般是连续染色$染物所受张力较大$通常用于机织物的染色$丝束和纱线有时也

用轧染染色!

轧液要求均匀$前’后’左’右的轧余率要求均匀一致! 目前$较理想的染色轧车是均匀轧车

%也叫浮游轧车&$这种轧车在轧辊的两端用压缩空气加压$在轧辊内部用油泵加压$通过调节

使整个幅度上压力相同$不易造成织物边部和中间的深浅疵病! 均匀轧车的一对轧辊都是

软辊!

浸轧一般有一浸一轧’一浸二轧’二浸二轧或多浸一轧等几种形式$视织物’设备’染料等情



第三章!染!色

!!&""

况而定! 织物厚$渗透性差$染料用量高$则一般不宜用一浸一轧! 浸轧时织物轧余率一般宜低

些$轧余率太高$以后烘干时水分蒸发的负荷重$并易造成染料泳移而产生染色不匀$这种染色

不匀在以后的加工过程中是无法纠正的! 泳移是指织物在浸轧染液以后的烘干过程中$染料随

水分的移动而移动的现象! 染料分子随水分从含水高的地方向含水低的地方移动$造成由烘燥

速率不同而引起的色泽深浅! 织物含湿量越大$染料就越易泳移$因此浸轧时轧余率越高$烘干

过程中产生泳移的情况越严重$织物上含湿量在一定数值以下时%例如棉织物大约在 B$R以

下$涤棉混纺织物大约在 @’R以下&$泳移现象就不显著!

浸轧后的烘干有红外线烘燥’热风烘燥’烘筒烘燥三种! 红外线烘燥为无接触烘燥$是利用

红外线辐射$使织物表面及内部同时受热$烘干较均匀$致使染料从织物内部向织物表面的泳移

较少! 红外线烘燥占地面积小$在织物含湿量高的情况下$烘燥效率高$但在织物含湿量较低的

情况下$烘燥效率低!

热风烘燥是用热空气使织物上的水分蒸发$一般采用导辊式热风烘燥机%有直导辊式和横

导辊式两种&! 空气先经蒸汽管加热$各喷风口的风量要相等$左右要一致$以免引起烘燥不

匀! 由于从织物上蒸发的水分直接散逸在热空气中$使热空气的含湿量增高$又由于其属于对

流传热$因此烘燥效率较低! 热风烘燥时温度不宜过高$否则容易造成烘燥不匀$尤其是浸轧过

染液的织物刚进入热风室时更甚! 热风烘燥也是无接触烘燥$为了提高烘燥速度$可将热风烘

燥分为几室$逐渐提高温度$即用较低的温度将织物烘至一定的含湿量$然后用较高温度将织物

烘干!

烘筒烘燥是将织物贴于里面用蒸汽加热的金属圆筒表面$使织物上的水分蒸发$烘燥效率

高! 烘筒烘燥是接触烘燥$由于烘筒壁的厚薄不一致以及表面平整程度的差异$织物浸轧染液

后直接用温度高的烘筒烘干$极易造成烘干不匀和染料泳移$因此开始几只烘筒的温度宜低些

或烘筒外面包布$待烘至一定温度后再使织物接触温度高的烘筒!

在实际生产中$上述三种烘燥方式往往联合使用$既可提高烘燥效率$又使烘干均匀! 例如

用红外线 \烘筒$红外线 \热风$红外线 \热风 \烘筒$热风 \烘筒等!

轧染中使染料固着的方法一般有汽蒸’焙烘%或热熔&两种! 汽蒸在汽蒸箱中进行$根据所

用染料$有时用水封口$有时用汽封口$汽蒸时间一般较短$约 ’$1$温度为 #$@ C#$’S! 汽蒸就

是利用水蒸气使织物温度提高$纤维溶胀$染料或染料与化学品作用后$扩散进入纤维内部与纤

维固着! 除常压汽蒸外$还有高温高压汽蒸和常压高温汽蒸! 高温高压汽蒸是用 #B$S左右的

饱和蒸汽汽蒸$可用于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分散染料染色! 常压高温汽蒸是用常压的过热度较

高的蒸汽汽蒸$温度较高%约 #F$ C#L$S&$需配备过热炉$一般也用于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分

散染料热熔染色!

焙烘是以干热气流作为传热介质使织物升温$染料扩散进入纤维而固着! 焙烘箱一般为导

辊式$与热风烘燥机相似$但温度较高$一般是利用可燃性气体与空气混合燃烧$也有用红外线

加热焙烘的! 焙烘法特别适用于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分散染料热熔染色$也可用于活性染料’

酞菁染料的固色! 焙烘箱及汽蒸箱内各处温度及风量应均匀一致$温差较大就会造成色差!

汽蒸或焙烘后再根据不同要求进行水洗’皂洗等后处理$最后经烘筒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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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染色设备
"’$"#

染色机械设备应具有优良的性能$不但使纺织物获得匀透’坚牢的色泽$而且不损伤或少损

伤纤维! 染色机械根据染物状态的不同可分为纤维染色机械’纱线染色机械和织物染色机械*

根据染物染色所需温度的不同$可分为常压染色机械和高温高压染色机械*根据织物染色方式

的不同$可分为间歇性生产的浸染机械和连续性生产的轧染机械!

用浸染机械浸染染色$是将纤维制品反复浸渍在染液中使染料逐渐扩散入纤维内部而染

着纤维制品的染色方法! 浸染机械适用于小批量纤维制品的染色$属间歇性运转的染色设

备$可用于散纤维’绞纱’筒子纱’经纱和小批量织物的染色! 为使染色过程中纤维制品得色

均匀$在浸染机械中染色$务必使纤维制品和染液做相对运动! 它们的相对运动有三种形式+

第一$染色时$纤维制品不断运动$染液不循环流动$如绳状染色机染色*第二$染液循环流动$

纤维制品不做运动$如散纤维染色机染色*第三$纤维制品不断运动$染液也循环流动$如溢流

染色机染色!

用轧染机械轧染染色$是纤维制品先在染液中浸轧$然后进入汽蒸箱中汽蒸$使染料逐渐扩

散到纤维内部的染色方法! 轧染染色机适用于大批量织物的染色$如棉和涤I棉织物的连续

轧染!

以下为一些生产中常见的散纤维染色机’纱线染色机和织物染色机!

2

3

1
6

5

4

图 B 8@!吊筐式散纤维染色机

#,吊筐!@,染槽!B,循环泵!A,贮液槽

’,中心管!E,槽盖

!一"散纤维染色机

散纤维染色机主要用于染混纺织物或交织物用

的纤维$常用的是吊筐式染色机!

吊筐式散纤维染色机如图 B 8@ 所示$主要由吊

筐’染槽’循环泵及贮液槽等部分组成! 在吊筐的正

中有一个中心管$在吊筐的外围及其中心管上布满

小孔!

染色前$将散纤维置于吊筐内$吊筐装入染槽$拧

紧槽盖$染液借循环泵的作用$自贮液槽输至吊筐的

中心管流出$经过纤维和吊筐外壁$回到中心管形成

染液循环$进行染色! 染液也可做反向流动! 染毕$

将残液输送到贮液槽$放水环流洗涤! 最后将整个吊筐吊起$直接放置于离心机内$进行脱水!
!二"纱线染色机

纱线染色机械用于纱线$如棉纱’棉线’毛线和织物经纱的染色! 纱线染色机的类型较多$
有筒子纱染色机’绞纱染色机和经轴染色机等!

!%筒子纱染色机#筒子纱染色机如图 B 8B 所示$由染槽’筒子架’循环泵’循环自动换向

装置’贮液槽和加液泵组成!

染色前$纱线先卷绕在特定的筒管上! 染色时$将筒子纱安装到筒子架上$先使纱线均匀用

水湿透$除尽纱线内的空气$然后将染液从贮液槽加液泵送入染槽$染液自筒子架内部喷出$穿

过筒子纱层流入贮液槽! 染色一定时间后$通过循环泵由循环自动换向装置使染液做反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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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B!筒子纱染色机

#,染槽!@,筒子架!B,筒子纱

A,循环泵!’,循环自动换向装置

E,贮液槽!F,加液泵

动! 染毕$排去残液和清洗筒子纱!

如果改变筒子纱染色机的染槽支架$还可染散纤

维’长丝束’绞纱和管纱等! 筒子纱染色机的优点是染

色加工容量大$浴比小$但染色过程中筒子纱染色不易

均匀!
$%绞纱染色机#绞纱染色机用于棉纱线’绒线’膨

体纱的染色! 该机由染槽’绒线架’蒸汽加热管’染液循

环泵’液位管’加料箱和取样器组成!
&%经轴染色机#经轴染色机用于色织物经纱的染

色! 经轴染色机如图 B 8A 所示$能在 #B$S高温下染涤

纶经纱! 它由染槽’布满小孔的空心经轴’循环泵’加热

器和配料槽组成!

54

1326

图 B 8A!经轴染色机

#,染槽!@,经轴!B,经纱!A,循环泵!’,加热器!E,配料槽

染色前$将已卷满经纱的经轴装入机内$开启循环泵$使染液从配料槽流入染槽! 染色时$

染液经循环泵’加热器$通过经轴小孔$穿过卷绕在经轴上的经纱$反复循环! 染液也可按逆向

循环方式循环! 膨胀槽盛集高温染色胀出的染液!

经轴染色机也常用于轻薄型织物$如头巾’经编衬衣织物的染色! 轻薄型织物以平幅打卷

状染色$不易伸长$不易生成折痕$染色效果好! 疏松织物染色$一般只采用染液自内向外的正

向循环$经轴本身不宜旋转$以防产生织物的皱缩现象!
!三"织物染色机

织物染色机可分为间歇性生产’染小批量织物的浸染机和连续性生产’染大批量织物的轧

染机%连续轧染机&! 浸染机的种类多$有绳状浸染机%绳状染色机&和卷染机’溢流染色机’喷

射染色机和平幅浸染机!
!%绳状浸染机#绳状染色机是织物绳状浸染设备! 染色时$织物所受张力较小$多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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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丝’粘胶纤维织物和针织物的染色!

绳状染色机如图 B 8’ 所示$由染槽’椭圆形或圆形主导布辊’导辊’分布档’直接或间接蒸汽

加热管和加液槽组成! 染色前$染料溶液倒入加液槽流至染槽中! 染色时$织物经椭圆形主动导

布辊的带动送至染槽中$在染槽中间向前自由推动$逐渐染色! 然后穿过分布档$通过导布辊继续

运转$直至染成所需的色泽! 染毕$织物由导布辊导出机外!
$%卷染机#卷染机是织物平幅浸染设备$适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织物的染色! 卷染机如

图 B 8E 所示$由染缸’导布辊’卷布辊’布卷支架’直接或间接蒸汽加热管组成! 染色前$先将

需染色的布卷放在布卷支架上$然后卷绕到一卷布辊上! 染色时$白布进入染缸浸渍染液后$

带染液被卷到另一只卷布辊上$直到织物快要卷完$称为第一道! 然后两只卷布辊反向旋转$

织物又入染缸进行第二道染色! 在布卷卷绕过程中$由于布层间的相互挤压$染料逐渐渗入

纤维内部! 织物染色道数根据染色织物色泽浓’淡需要决定! 染毕放出染液$织物再进入清

洗! 两只卷布辊中$退卷的一只为被动辊$卷布的一只为主动辊! 染槽底部有直接蒸汽或间

接蒸汽加热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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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绳状染色机

#,染槽!@,主动导布辊!B,导辊!A,分布档

’,蒸汽加热管!E,加液槽

1

5

6 3
6

4

2

图 B 8E!卷染机

#,染缸!@,导布辊!B,卷布辊!A,布卷支架

’,蒸汽加热管!E,布卷

&%连续轧染机#连续轧染机是织物平幅连续染色机$生产效率高$多用于大批量织物$如

棉和涤I棉织物的染色加工! 连续轧染机由多台单元机联合组成! 不同染料染色适用的轧染

机$由不同单元机排列组成! 棉织物染色常用的轧染机$如还原染料悬浮体轧染机’不溶性偶氮

染料轧染机和活性染料轧染机等$它们的单元机组成并不完全相同$按各自的染色工艺要求而

定! 例如$还原染料悬浮体轧染机的单元机组成如图 B 8F 所示!

织物轧染时$常用两辊或三辊轧车$使织物浸轧染液! 带染液织物先用红外线预烘$再用烘

筒%或热风&烘干$然后织物进入蒸箱还原汽蒸$使染料向纤维内部扩散$最后织物经皂煮和

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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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F!连续轧染机

#,进布架!@,三辊轧车!B,煤气红外线!A,单柱烘筒!’,升降还原槽!E,还原蒸箱!F,氧化平洗槽

D,皂煮蒸箱!L,皂洗’热洗’冷洗槽!#$,三柱烘筒!##,落布架!#@,松紧调节架

涤纶织物染色使用的热熔轧染机的单元机组成如图 B 8D 所示! 织物热熔轧染时$先经浸

轧’预烘’烘干$然后进入热熔室%@$$S左右&热熔染色$最后皂煮和水洗!

3 4

7
6

5

2

1

图 B 8D!热熔染色机

#,进布架!@,三辊轧车!B,煤气红外线!A,单柱烘筒!’,热风道

E,热熔室!F,落布架

’%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和高温高压喷射染色机#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和高温高压喷射染

色机是随着合成纤维及其混纺织物的发展而出现的染色设备$染色温度可达 #A$S! 这类染色

机发展较快$型式多样$在针织合纤织物的染色中尤为多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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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L!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

#,染槽!@,导布辊!B,溢流口!A,溢流管!’,浸染槽

E,循环泵!F,加热器

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如图 B 8L 所示$由卧式高温高压染槽’导布辊’溢流口’溢流管’浸

染槽’循环泵和加热器组成! 织物在密封的高温高压容器中$由主动导布辊带动$以绳状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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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经过溢流口$送入倾斜的溢流管$然后织物通过倾斜的输送管道进入浸染槽$在浸染槽中

以疏松堆积状态缓缓通过$再经导布辊循环运行! 机内染液在密封加压器中$由循环泵输送

入加热器加热后$通过溢流口流入溢流管! 机内织物则受液体的流动推动运行$织物在染色

过程中$不断受到高压染液的冲击和浸渍$得色匀透$手感柔软丰厚! 溢流染色时$织物和染

液的移动方向相同! 但是$染液流动的速度比织物运动的速度快! 因而该机称为溢流染色

机!

高温高压喷射染色机的结构%图 B 8#$&与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的结构相似$高温高压喷射

染色机仅比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多一个矩形喷射箱$如图 B 8## 所示! 染色时$织物由主动导

布辊带动进入矩形喷射箱$先通过温和喷浸区%.&$再通过高压振荡喷射区%"&$使织物反复

受到高压染液流的冲击以及涡流的振荡$织物时受压时松弛$染液容易向织物内部渗透$获得良

好的染色效果!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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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高温高压喷射染色机

#,织物!@,导布辊!B,喷嘴!A,输布管道!’,浸染槽!E,循环泵

F,滤液器!D,加热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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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喷嘴结构图

#,织物!@,多孔管!B,喷嘴!A,喷嘴细腰!’,输布管道

.,温和喷射区!",高压振荡喷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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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染色基本原理

一!染色过程
"($)#

各类纤维的染色需用各自适用的染料$各类染料又有不同的染色方法$但它们的染色都有

一个上染过程!

将纤维投入染浴中$染料选择性地转移到纤维上$被纤维吸附$并逐渐扩散入纤维内部$这

种染料从染浴向纤维转移的过程$称为染色过程$或上染过程!

在染料上染织物的过程中$染料随染液流动靠近纤维界面$染料分子便迅速被纤维表面分

子吸附! 由于纤维表面和纤维内部形成的染料浓度差$吸附在纤维表面的染料分子不断向已溶

胀的纤维内部扩散! 因此$染料是通过吸附和扩散上染到纤维上的! 纤维具有紧密的微结构组

织$染料在纤维内部扩散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随着染色时间的延长$染料上染纤维会逐渐

增加$由于吸附和扩散是可逆的$最后两者之间呈平衡状态!

纤维润湿性能是染料上染的一个重要因素! 织物是一个多孔体系$纱线’纤维里有大小不

等的空隙$里面充满空气! 当染液进入纤维$把里面的空气取代出来$使纤维充分溶胀$染料才

能上染到纤维上去! 所以在上染过程中$染液中的染料应与纤维充分接触$将染液搅拌或使织

物在染液中不断运动$染料就能均匀地上染到纤维上!

在染料上染纤维的过程中$影响染料上染的因素较多$如染料在溶液中的状态$染色温度’

助剂’染液 2V值等染色工艺条件$都会影响染料在纤维上的吸附’扩散和染色平衡!

!一"染料在溶液中的状态

水溶性染料在水溶液中是以单离子或单分子以及不同数目的离子或分子聚集体形式存在

的! 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呈动态平衡! 以下以直接’酸性等阴离子染料为例$说明染料离

子’分子及其聚集体之间互相转换的关系!

%’M& ’8 \%’O.& ’\!!!!!!!!!!!!!!!

!!!! !!!!!!!!!!!!!!!!

’M8O.%&\ (%%MO.&-%’ 8%M&) %’8%& 8 \%’ 8%O.& %’8%& \

!!!!!! !!

!!! !!扩散进入纤维内部

式中+MO.,,,染料单分子*

M8,,,染料阴离子*

%’M& ’8,,,平均聚集数为 ’ 的染料阴离子胶束*

(%%MO.&-%’ 8%M&) %’8%& 8,,,在中性胶核上吸附一部分染料阴离子形成的聚集体*

%’’,,,平均聚集数!

在上染过程中$染料以单分子或单离子状态进入纤维无定形区$而染料聚集体是不能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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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纤维内部去的! 随着染料的不断上染$染料聚集体不断解聚$直到上染达到平衡为止!

染料分子结构较大$分子之间有比较强的分子引力$染料在溶液中的聚集倾向便较大$聚集

度较高! 染色选用的染色温度$染液中加入的食盐和助剂$都会影响染料在溶液中的聚集状态!

提高染色温度$染料聚集降低! 聚集程度较大的染料染色时$需要较高的染色温度! 染液中加

入过量食盐$会使染液中染料聚集增高$甚至还会使染料发生沉淀! 染浴中加入助剂$对染料聚

集也有影响$影响程度随助剂性质而不同! 有的助剂如尿素$会减少染料分子的聚集$因为尿素

能与染料分子上的某些基团发生氢键结合$也能与水分子发生氢键结合$从而减少染料分子本

身间的聚集! 有的助剂如平平加 W$会促进染料聚集$因为平平加 W能促使染料围绕着它聚集

起来$从而减缓染料的上染$起到缓染作用!

!二"染料的吸附

染料的吸附是染色时染料分子从染液中到达纤维表面$借染料分子和纤维分子间的引力$

在纤维表面发生吸附! 染料的吸附过程$在染色过程中所需时间很短! 纤维上染料的吸附过程

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吸附和解吸过程同时存在! 在染料上染初期$吸附占优势*随着上染过程

的进行$染料的吸附和解吸速率相等$上染百分率不再增加$这时达到上染平衡! 染色时染料能

够从染浴中向纤维转移的特性$称为染料对纤维的直接性!

!三"染料的扩散

染料的扩散$是在染色过程中染料吸附到纤维表面后$再不断逐渐扩散到纤维内部的过程!

染料经吸附并扩散到纤维内部染透纤维$才可获得良好的染色牢度!

在染色开始阶段$染料吸附在纤维表面$形成纤维表面和内层的浓度梯度$使染料向纤维内

部扩散! 根据菲克定律$单位时间内染料扩散通过垂直平面的数量与染料浓度梯度成正比!

;1
;-H802;*

;+

式中+;1;-,,,单位时间内垂直通过面积 2的染料扩散量*

0,,,扩散系数*

8;*
;+,,,染料浓度梯度!

染料在纤维中的扩散速率比染料在纤维上的吸附速率要缓慢得多$所以纤维染透需要的时

间主要视染料在纤维中的扩散速率而定!

染色温度升高$染料的扩散速率便上升$从而缩短上染时间! 染色温度和扩散速率之间的

关系可以下式表示+

0H0$
83
$!

式中+0,,,扩散系数*

0$,,,常数*

3,,,染料的扩散活化能*

$,,,气体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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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温度!

上式表示提高染色温度$可有效提高染料的扩散速率! 因为提高染色温度$增加了染料分

子的动能$使更多的染料分子具有克服能垒’进行扩散的能量$这部分能量称为染料的扩散活化

能! 染料扩散活化能的大小表示染料分子在扩散过程中所需克服能垒的大小! 染料的扩散活

化能值大$提高染色温度$染料扩散系数%0&的值显著增大!

纤维结构和染料结构都会影响染料的扩散! 生产过程中抽伸不匀的粘胶纤维或由合成

纤维长丝织成的织物$纤维微结构不均匀$染色后往往会出现竹节状的染色不匀现象! 纤维

"微隙#小$染料分子通过的机会比较少$扩散就比较缓慢$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把纤维染

透! "微隙#较大$染料分子通过的机会就比较多$扩散就比较快$较短的时间就能把纤维

染透!

染料对纤维直接性的大小$也影响染料的扩散! 在其他染色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直接性低

的染料扩散速率较高$直接性高的染料扩散速率较低!

扩散性能比较好的染料$容易染得均匀! 染色过程中染料吸附到纤维上以后$通过解吸和

扩散$会从纤维上重新转移到染液里$然后再上染到织物上$这就是染料的移染现象! 移染性能

高的染料$具有良好的匀染性$容易染得均匀的色泽!
!四"染料的固着

染料的固着是指扩散到纤维内部的染料与纤维结合的过程! 纤维材料不同$固着方式也

不同!

二!纤维与染料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

关于染料为什么能上染纤维并固着在纤维中的问题$可以从纤维与染料分子之间引力及能

量变化两方面去研究! 纤维和染料分子之间的吸引力是染料上染和固着的本质! 染料从溶液

中上染纤维$拆散了原来纤维与水’染料与水的结合$生成了染料与纤维的结合$并使染料与水

的规整度发生变化$从而造成能量上的变化!

纤维与染料分子之间的吸引力主要有范德华力’氢键力’库仑力’共价键结合力’配价键结

合力等!
!一"范德华力

范德华力是分子间引力$可分为取向力’诱导力’色散力三种! 取向力是两个具有永久偶极

的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诱导力是一个具有永久偶极的分子与另一个被它诱导极化的分子%产

生诱导偶极&之间的作用力! 色散力是在两个没有偶极的分子之间$由于电子的运动和原子核

的振动$电子云对原子核发生瞬时位移$结果产生瞬时偶极$这时瞬时偶极又可以引起邻近分子

的极化$产生诱导偶极$于是在两者之间就产生相互吸引力! 色散力在任何分子之间都存在!

染料和纤维之间的范德华力大小取决于分子的结构和形态$并和它们的接触面积及分子间

的距离有关$染料的相对分子质量越大$共轭系统越大$分子呈直线长链形$同平面性好$并与纤

维的分子结构相适宜$则范德华力一般较大!

范德华力在各种纤维’各类染料染色时都是存在的$但它的作用的重要性却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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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键

氢键是一种定向的较强的分子间引力$它是由两个电负性较强的原子通过氢原子而形成的

结合$若 c’h为两个电负性较强且原子半径较小的原子%或原子团&$当 c,V和 h接近时$形

成 c,V.h的相互结合$这就是氢键! 这里 c,V称为供氢基团%或称供质子基团&$h称为受

氢基团%接受质子基团&$c,V的供氢性越强或 h的受氢性越强$即 c’h两原子的电负性越

强$两者间形成的氢键的键能就越大! 常见的氢键结合能量见表 B 8#!

表 & "!#常见氢键的平均键能

结 合 情 况 平均键能I5 -̂%3-8# 结 合 情 况 平均键能I5 -̂%3-8#

,W,V.O @LJ@E O,V.W LJE#

,W,V.W @’J$D O,V.O DJBE C#EJF@

U,V.W #$JDF O,V.l @$JLB

范德华力和氢键结合的能量较低$一般在 A#JD5 Î%3-以下$但在染色中起着重要作用$是

染料对纤维具有直接性的重要因素! 范德华力和氢键引起的吸附属于物理吸附$吸附位置很

多$是非定位吸附!

!三"库仑力

有些纤维具有可以电离的基团$在染色条件下$这些基团发生电离而使纤维带有电荷$当具

有相反符号电荷的染料离子与纤维接近时$产生静电引力%库仑力&$染料因库仑力的作用而被

纤维吸附$生成离子键形式的结合$离子键也称盐式键! 例如$酸性染料染羊毛时$羊毛中的氨

基在染色条件下电离成 e,O\VB$带有正电荷$酸性染料则电离成 M,[W8
B $染色时由于库仑

力作用而生成离子键结合+
e,O\VB \M,[W8 )""B e,O\VBW

8
B [,M

用阳离子染料染腈纶时也生成离子键结合! 生成的离子键的强弱与两者的电荷强弱成

正比!

!四"共价键

染料和纤维发生共价键结合主要发生在含有活性基团的染料和具有可反应基团的纤维之

间! 例如活性染料和纤维之间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反应而生成共价键结合的染色产物+

共价键的作用距离为 $J$F C$J@/%$共价键一般具有较高的键能$即生成的键比较稳定!

!五"配价键

配价键一般在酸性媒染染料及金属络合染料染色时发生$例如 #i# 型金属络合染料可与羊

毛生成配价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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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价键的键能较高$作用距离较短!

离子键’共价键’配价键结合的键能均较高$在纤维中有固定的吸附位置$由这些键引起的

吸附称为化学吸附或定位吸附!

上述不同性质%或结合&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但纤维,染料系统不同$它们的重要性也各不

相同! 例如用直接染料染纤维素纤维时$主要由于范德华力和氢键的作用使染料上染和固着!

阳离子染料上染腈纶主要是由库仑力和离子键的作用$氢键和范德华力作用较小! 强酸性染料

染羊毛主要是库仑力上染$以离子键固着! 弱酸性染料上染羊毛时范德华力和氢键起重要作

用! 活性染料染棉主要依靠范德华力’氢键上染$但在纤维中的固色则主要是形成共价键!

三!促染和缓染

染色时根据不同情况$往往需要使用一定的助剂$以加速染料的上染或延缓染料的上染!

凡是具有加速染料上染作用的助剂称为促染剂%.44+-+,.0)/:.:+/0&! 凡是具有延缓染料上染作

用的助剂称为缓染剂%,+0.,;)/:.:+/0&! 由于染料与纤维的种类很多$染色原理也不一样$实际

染色时$有的要加促染剂$有的则要加缓染剂! 同一助剂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作为促染剂$但在另

一情况下$往往又可作为缓染剂! 加促染剂除了为提高染色速率外$提高上染百分率也是主要

目的! 加入缓染剂是为了获得匀染效果$一般会降低染料的上染百分率$所以要注意控制用量!
!一"中性电解质

在促染和缓染中常用的中性电解质有氯化钠%食盐&’硫酸钠%元明粉&等! 根据染色情况

不同$中性电解质有时起促染作用$有时则起缓染作用!

在染液中表面带负电荷的纤维$例如纤维素纤维$用阴离子染料染色$在染料对纤维素的亲

和力较低的情况下$通常可用中性电解质作促染剂! 在染液中加入中性电解质后$染液内的钠

离子和氯离子%或硫酸根离子&的浓度提高$氯离子受到纤维表面阴电荷的斥力$而钠离子受到

纤维表面阴电荷的引力$造成在纤维表面附近的溶液内的钠离子浓度比距离纤维表面较远的溶

液内的钠离子浓度高$氯原子的情况则相反$这样的变化$使染料阴离子向纤维表面移动时所受

到的电荷斥力减小! 另一方面$染料阴离子从染液向纤维表面移动时$即被纤维吸附$为了维持

电荷中性$势必伴有相应数量的钠离子一起移动! 由于纤维表面附近钠离子的浓度高$在较远

的地方浓度低$钠离子从浓度低的地方向浓度高的地方移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消耗一定的

能量! 在染液内加入电解质后$由于钠离子浓度大大增加$降低了纤维附近与其他地方钠离子

的浓度差$因此钠离子伴随染料阴离子向纤维表面移动需要消耗的能量比较小!

染料分子结构中酸性电离基越多$即在水溶液中染料阴离子所带阴电荷越多$电解质的促

染作用就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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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染液中带正电荷的纤维用阴离子染料染色或带负电荷的纤维用阳离子染料染色时$在染

液中加入中性电解质起缓染作用! 例如$羊毛用强酸性染料$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时$染料上

染速率较快$为了获得较好的匀染效果$常使用中性电解质作缓染剂!

羊毛用强酸性染料染色时$染液的 2V值在羊毛的等电点以下$纤维带正电荷$酸性染料是

阴离子染料$染料阴离子与纤维之间存在静电引力’范德华力和氢键$吸附速度较快! 染液中加

入中性电解质后$电解质的阴离子被纤维所吸引$在纤维表面附近的溶液中%吸附层&的浓度较

高$使纤维与染料阴离子之间的静电引力降低$吸附速度降低! 电解质的阴离子扩散较快$将先

于染料阴离子扩散到纤维中$与纤维离子化的氨基结合! 电解质浓度越高$这种结合的可能性

就越大! 但染料阴离子对纤维的亲和力大于无机阴离子对纤维的亲和力$因此随着染料阴离子

的不断被吸附和扩散$将逐渐取代与纤维结合的电解质阴离子而与纤维结合$由于电解质阴离

子和染料阴离子之间发生了这种对染色位置的竞争%称之为竞染&$因而降低了染料的上染

速率!

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时$腈纶中的酸性基团发生电离$纤维带负电荷! 染料阳离子受到

纤维的静电引力$吸附速度较快! 染液中加入中性电解质后$使纤维与染料阳离子之间静电引

力减弱$从而使吸附速率降低! 电解质的阳离子扩散速率较快$也能与纤维中的酸性基团结合$

竞争染色位置$因而降低染料的上染速率!
!二"酸

染液的 2V值对于染料的上染速率也有很大的影响$根据染色机理的不同$染液中加入酸

或增加酸的用量$降低染液的 2V值$对有些染料起促染作用$对另一些染料则起缓染作用!

蛋白质纤维或聚酰胺纤维用酸性染料染色时$增加酸的用量$可提高染料的上染速率! 蛋

白质纤维和聚酰胺纤维分子中含有氨基$增加酸的用量$使离子化的氨基增加$纤维与阴离子染

料之间的静电引力增强$吸附速率和固着速率都提高!

在染液中表面带负电荷的纤维用阴离子染料染色时$染液中加入酸也起促染作用! 当染料

分子中含有羧基等弱的酸性电离基时$加入酸使染料的电离降低$所以纤维与染料之间的静电

斥力下降$染料的上染速率提高$例如维纶用中性染料染色时$就会发生这种现象!

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时$增加酸的用量会抑制纤维中酸性基团的电离$使纤维中的染色

位置减少$纤维和染料阳离子之间的静电引力下降$因而降低染料的上染速率!
!三"起缓染作用的表面活性剂

这种表面活性剂根据作用机理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主要通过与纤维的作用降低染色速率$

称为纤维亲和性缓染剂*另一类主要通过与染料的作用降低染色速率$称为染料亲和性缓染剂!
!%纤维亲和性缓染剂#当纤维所带的电荷和染料离子所带的电荷符号相反时$使用与染

料离子电荷符号相同的表面活性剂$由于表面活性剂离子与染料离子竞争染色位置$从而使染

料上染速率降低!

例如$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时$使用阳离子缓染剂! 缓染剂使阳离子染料上染速率降低

的机理与中性电解质缓染机理相同$但缓染剂阳离子对纤维的亲和力比电解质阳离子高$因此

缓染作用较显著$但对上染百分率的影响也较大! 又如$羊毛用强酸性染料染色和锦纶用弱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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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染料染色时$使用含有磺酸基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也起降低染料上染速率的作用!
$%染料亲和性缓染剂#染色时$使用非离子或与染料离子的电荷符号相反的表面活性剂$

也起缓染作用!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除了有润湿’分散等作用外$它能与染料形成氢键结合而

延缓染料的上染! 例如$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纤维素纤维用还原染料隐色体染色’蚕丝用酸

性染料染色时$染液中加入平平加 W都能起缓染作用!

当使用的表面活性剂的电荷符号与染料离子相反时$表面活性剂的离子就会与染料离子相

结合$使染液中的染料离子浓度及移动速率降低$因而降低上染速率! 例如$腈纶用阳离子染料

染色时$在染液中加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能显著地降低染料上染速率! 表面活性剂离子与染

料离子形成的结合物的溶解度一般较低$容易凝聚’沉淀$因此在加入这种表面活性剂前要加入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四!匀染和透染

广义的匀染%-+<+-;=+)/:&就是指染料在染色产品表面以及在纤维内各部分分布的均匀程

度! 染料在被染物表面各部分是否均匀分布比较容易观察到$习惯上所称的匀染就是指这一

种! 在纤维内染料是否均匀分布$虽然通常不易观察到$但其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很大影响$这种

染料在纤维内的均匀分布习惯上则称为透染%2+/+0,.0)3/ ;=+)/:&! 图 B 8#@ 表示了纤维束%如

� 2 	 � 4 	

� 3 	� 1 	

!图 B 8#@!纤维束中染料的分布情况

纱线&染色时$染料在纤维束内的分布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理想的状态$染料在纤维束及每根纤维内部都均匀分

布*第二种情况$染料在纤维束内均匀分布$但对每一根

纤维来说$染料只分布在纤维的表面$称为纤维环染$这

种情况的染色可近似看作匀染$而且得色一般比第一种

情况浓*第三种情况是外层纤维染色$里层纤维不染色$

是纤维束环染%白芯&*最后一种情况是纤维束外围的纤

维不均匀环染染色$而内部纤维基本不能上染! 第三’第

四种情况都属于匀染和透染性差$有些产品不耐摩擦和

洗涤$常与未透染有关!

造成染色不匀的原因很多$以下仅就造成染色不匀的主要原因及预防措施举例加以说明!
!一"被染物

被染物本身不均匀是造成染色不匀的很重要的因素! 棉纤维由于成熟度不同$染色性能有

很大不同! 羊毛的品种产地’生长部位不同$染色性能各不相同$羊毛纤维的毛尖和毛根的染色

性能也不一样! 化学纤维在制造时由于聚合组分的不同以及由于牵伸热处理等条件的差异而

造成纤维微结构的不同$都会导致染色性能的不同! 不同染色性能的纤维即使在理想条件下染

色$其颜色也不一致$因而造成染色不匀! 例如锦纶长丝织物染色时容易造成的"条花#%如经

绺’色纬档&往往与纤维本身有很大的关系!

被染物的染色前处理$如退浆’煮练’漂白不均匀都会造成染色不匀! 棉纱或棉布在染色之

前大都要经过丝光$丝光会影响纤维的微结构$如丝光不均匀或丝光时碱液浓度等条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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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造成各部分染色性能的差异$从而产生染色不匀! 涤纶由于热定形的温度和张力不同$染

色性能就不一样!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以缩小被染物不匀对染色的影响$例如$加强织造前的原

料管理*提高与改善染色半制品的质量*改善前处理设备和热定形设备的运转情况*选择扩散性

能好$遮盖性好的染料等!
!二"染料

浸染时$上染纤维的染料可以解吸下来$解吸下来的染料又可以重新上染纤维$这种转移的

过程称为移染! 染料从纤维上解吸下来再上染纤维的性能称为染料的移染性! 染料的移染性

可以用半匀染时间来衡量!

染料的移染有利于克服染色初期所造成的染色不匀$获得匀染的产品! 温度高$染料的扩

散速率增加$解吸和重新上染的速率都增加$染料移染性能好! 延长染色时间可使染色更为均

匀! 染液中加入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一般使染料的移染性提高! 亲和力低$扩散性能好的染

料$通常具有好的移染性!

移染性好的染料$经染色后$对被染物染色的不均匀不易暴露$通常称之为遮盖性好的染

料! 但它们的某些染色牢度常较差$所以必须根据染物要求慎重选择!

染料分子较复杂$对纤维的亲和力高$上染速率%尤其是初染速率&高$在纤维上扩散性能

差$则染料的移染性差$容易造成染色不匀! 拼色时所用的染料如果上染速率不一致%称为不

配伍&也容易造成色差!
!三"染色方法

染色条件对染色均匀性有很大的影响! 水溶性染料如果在染液内溶解不好$以及染液不稳

定都可能引起染色不匀! 染色时$染液各部分所含的染料浓度和助剂浓度不一致会造成染色不

匀! 染物及染液各部分的温度不一致也会造成染色不匀!

在浸染中$上染速率太快或初染速率太快是造成染色不匀的重要原因! 上染速率太快$使

染液及被染物各部分的染料浓度’助剂浓度和温度有差异$对染料上染的影响更显著! 始染温

度太高$促染剂’膨化剂等使用不当$升温速度太快等都是造成上染速率太快$初染率高的原因!

在热塑性纤维染色时$如果在玻璃态转化温度左右%此时上染速率迅速增加&升温速度太快$就

极易造成染色不匀! 升温太快也容易造成染液及被染物各部分的温度差异!

为了获得匀染$一是尽可能使染料均匀地上染$二是对染色初期的上染不匀$在以后的染色

阶段通过染料的移染而使其均匀$即在染色后期提高染色温度$延长染色时间! 这种方法时间

较长$经济性较差$所以应尽可能设法使染料均匀地上染$而移染一般只作为获得匀染的辅助

手段!

要使染料均匀地上染$要求染色时有良好的搅拌或循环$染色速率不能太快$控制染色速率

包括始染温度不宜太高$升温速率不能太快$尤其在纤维的玻璃化温度时要缓慢升温*使用缓染

剂降低上染速率*注意促染剂的加入时间*注意染浴 2V值的控制*采用大的浴比*选用上染速

率相同或相近的染料拼色等!

在轧染中若浸轧不匀$如轧辊两端与中间压力不等$会产生左’中’右色差*轧槽始染液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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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固色液使用不当$机械使用状态不佳$均会造成染色不匀! 浸轧染液后的烘燥不当会引起

染料泳移$更易造成染色不匀! 为了降低或抑制烘干时染料的泳移$可降低轧染时的轧余率$采

用无接触烘燥设备和在轧染液中加适量的抗泳移剂! 染液加抗泳移剂后$染液的黏度提高$降

低了烘干时水分子及染料分子的移动速率! 抗泳移剂分子和染料分子可以通过范德华力’氢键

形成一定的结合$阻碍染料分子的移动! 对于不溶于水的染料$抗泳移剂会使染料颗粒增大$烘

干时增大了的染料颗粒在毛细管中随水移动的速度降低$从而改善泳移现象! 选择的抗泳移剂

要求在用量较少时就有较好的效果$这样对染料固着影响小$不影响染液稳定性! 抗泳移剂还

应不粘辊筒!

第三节!纤维素纤维染色

一!直接染料染色
"!&%&!!#

直接染料能溶解于水$分子中含有磺酸基’羧酸基等可溶性基团$在水中能电离成染料阴离

子! 其相对分子质量较大$整个分子呈狭长扁平的线状结构$具有较好的共平面性和线性状态*

分子中含有羟基’氨基等能生成氢键的基团$因此对纤维素纤维有较高的亲和力$不需借助媒染

剂的作用就能直接上染纤维素纤维! 直接染料的优点是染色简便$价格便宜$色谱齐全$曾广泛

用于棉织物的染色! 直接染料的染色牢度$特别是湿处理牢度较低$可以通过固色后处理来

提高!

根据直接染料的染色牢度及固色后处理方法的不同$通常把直接染料分成三类+直接染料’

直接耐晒染料和直接铜盐染料! 直接耐晒染料的日晒牢度较高$一般在 ’ 级以上$直接铜盐染

料在染色后要用铜盐固色处理$以提高其染色牢度!

!一"直接染料对纤维素纤维的染色原理和染色性能

直接染料染色的特点是直接染料分子之间’直接染料与纤维素分子之间的范德华力和氢键

作用力较大$在染液中具有较大的聚集倾向$能被纤维表面所吸附$在染液中加入中性电解质起

促染作用! 直接染料的分子较大$在纤维内扩散时所受到的机械阻力较大$染料分子与纤维分

子之间的范德华力和氢键作用力也阻碍染料的扩散$所以染料从纤维表面向纤维内部的扩散是

较慢的! 为了提高扩散速率$直接染料染色时一般要用较高的温度! 直接染料通过纤维的孔隙

扩散到纤维内部后$通过与纤维分子之间的范德华力和氢键而固着在纤维内部!

直接染料化学结构相差很大$因此染色性能也不相同! 根据染色性能的不同$直接染料可

以分成三类!

!%9类#这类染料的分子结构比较简单$在染液中的聚集倾向较小$对纤维的亲和力较

低$在纤维内的扩散速率较高$匀染性好$食盐的促染作用不很显著! 在常规的染色时间内$

它们的平衡上染百分率往往随染色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因此染色温度不宜太高$一般在F$ C

D$S染色即可! 这类染料的湿处理牢度较低$一般仅适宜于染浅色! c类染料习惯上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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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匀染性染料!
$%5类#这类染料的分子结构比较复杂$对纤维的亲和力较高$分子中有较多的水溶性基

团$染料在纤维内的扩散速率低$匀染性较差$食盐等中性电解质对这类染料的促染效果显著$

所以必须注意控制促染剂的用量和加入时间$以获得匀染和提高上染百分率! 若使用不当$则

因初染率太高$容易造成染花! h类染料也称为盐效应染料$这类染料的湿处理牢度较高!
&%=类#这类染料的分子结构也比较复杂$对纤维亲和力高$扩散速率低$匀染性较差! 染

料分子中含有的磺酸基较少! 中性电解质对上染百分率的影响较小$染色时要用较高的温度$

以提高染料在纤维内的扩散速率$提高移染性和匀染性! 在实际的染色条件下$上染百分率一

般随染色温度的升高而增加$但始染温度不能太高$升温速度不能太快$否则容易造成染色不

匀! U类染料也称为温度效应染料! 这类染料的湿处理牢度较高!
!二"直接染料对纤维素纤维的染色工艺

直接染料的染色方法比较简单$通常以浸染’卷染为主$轧染则应用较少!

直接染料会与硬水中的钙’镁’铁等离子作用生成沉淀$降低染料的利用率$并可能造成

色斑等疵病! 所以溶解染料及染色用水宜用软水! 浸染时染液内一般含有染料’纯碱’食盐

或元明粉! 染料用量视颜色要求而定! 纯碱可帮助染料溶解$兼有软化水的作用$用量一般

为 # CB:I]! 也可用磷酸三钠或六偏磷酸钠$后者是优良的软水剂! 食盐或元明粉可用来促

染$用量一般为 $ C@$:I]$主要用于 h类染料! 对于促染作用不显著的染料或染浅色时$可少

加或不加食盐! 染色浴比一般为 #i@$ C#iA$! 染色时$水中先加入纯碱$染料先用温水调成浆

状$然后用热水溶解$必要时可在染液中加入适量的软水剂’润湿剂及匀染剂$如肥皂’雷米邦

c’胰加漂 K’太古油’平平加 W等! 将染液稀释至规定体积$升温至 ’$ CE$S开始染色$逐步升

温至所需染色温度$染色 #$%)/ 后加入食盐$继续染 B$ CE$%)/$染色后进行后处理!

在直接染料浸染中$控制染料上染的工艺因素主要是中性电解质和温度! 对于中性电解

质来说$除了注意控制其用量外$还要注意电解质的加入时间! 中性电解质应该在染色一定

时间$即待染液中的染料大部分上染纤维后再分次加入$否则容易造成染色不匀! 染色温度

包括始染温度’升温速率和最后染色温度! 始染温度和升温速率在前面已谈及$最后染色温

度影响上染百分率和匀染性$染色温度高$平衡上染百分率低$匀染性好! 在常规染色时间

%例如 #7&内$扩散性能好的染料基本上已达到染色平衡$上染百分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所

以染色温度不宜太高! 扩散性能差的染料$在常规的染色时间内如果未达到染色平衡$则上

染百分率一般随染色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在常规染色时间内$得到最高上染百分率的温度称

为最高上染温度! 根据最高上染温度的不同$生产上常把直接染料分成+最高上染温度在

F$S以下的低温染料*最高上染温度为 F$ CD$S的中温染料*最高上染温度为 L$ C#$$S的

高温染料!

卷染的情况基本上与浸染相同$浴比为 #i@ C#iB$染色温度根据染料性能而定$染色时间

E$%)/ 左右! 染料溶解后开始和第一道末分两次加入$食盐在染色的第三’第四道末分次加入!

轧染时$轧液内一般含有染料’纯碱%或磷酸三钠&$J’ C#J$:I]$润湿剂 @ C’:I]! 开车时

轧槽始染液应适当稀释$以保持织物前后色泽一致! 凡亲和力高的直接染料$稀释程度宜大*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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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低者宜小! 稀释程度大者应适当补充除染料外的其他助剂! 轧液温度为 A$ CE$S$溶解

度小的染料温度可适当提高$较高的轧染温度有利于匀染! 工艺流程一般为+二浸二轧)汽蒸

%#$@ C#$’S$A’ CE$1&)水洗)%固色处理&)烘干! 汽蒸时间长有利于提高上染百分率$获

得均匀的染色! 染料浓度高时$汽蒸时间应较长!
!三"直接染料染物的固色后处理

直接染料可溶于水$上染纤维后$仅仅依靠范德华力和氢键固着在纤维上$当染物与水接触

时$染物上部分染料便有可能重新溶解’扩散在水中$因而直接染料染物湿处理牢度较低! 根据

直接染料的分子结构$采用不同的后处理方法$可以使直接染料染物的牢度得到一定程度的

提高!
!%金属盐后处理#当直接染料分子中具有能与金属离子络合的结构$染物用金属盐后处

理$纤维上的染料与金属离子生成水溶性较低的稳定络合物$从而提高染物的湿处理牢度! 常

用的金属是铜盐$例如硫酸铜’醋酸铜’酒石酸铜! 因此$把这类染料称为直接铜盐染料! 经铜

盐处理后$颜色一般比未处理时略深而暗! 所以一般适用于深色品种!

铜盐用量随织物上染料的多少和处理浴比大小而定$但要维持固色液中有一定的固色剂浓

度! 铜盐用量不足$不能使染料完全络合*用量过多$染物上过量的铜盐洗除较困难!

例 #+
!!硫酸铜!!!!!!$J’R C@J’R%对织物重&
!!B$R醋酸 @R CBR%对织物重&
!!或 D’R蚁酸 $JAR C$JER%对织物重&

温度 ’$ CE$S$时间 #’ C@’%)/$浴比 #i@$固色后要充分水洗!

例 @+
!!铜盐 h%U32,.0+9h&!!!!’$R%对染料重&

温度 D$ CD’S$时间 @’ CB’%)/$浴比 #i@!

铜盐 h是含铜的阳荷性三聚氰胺甲醛树脂$专用于直接铜盐染料染物的固色后处理$除可

提高湿处理牢度外$还可显著提高耐晒牢度!

连续轧染的固色可在平洗槽内浸轧硫酸铜 ’ C#$:I]$醋酸%B$R&# C#JF%]I]$然后透风

#$ C@$1$再充分水洗!
$%阳离子固色剂后处理#直接染料是阴离子染料$当用阳离子固色剂处理时$阳离子固色

剂和阴离子染料结合$封闭了水溶性基团而生成沉淀$从而提高染物的湿处理牢度! 阳离子固

色剂和染料阴离子的作用可用下式表示+
M,[W8

B O.
\ \l)9\Y )""8 M,[W8

B -l)9\3 \O.Y

这种处理方法简便$对各种结构的直接染料都适用$处理后没有显著的颜色变化!

常用的阳离子固色剂有固色剂 n和固色剂 Q! 固色剂 n是双氰双胺甲醛缩合物的醋酸盐

溶液或氯化铵溶液$是无色透明的黏稠液体$固色剂 n除能降低染料的溶解度外$还能在烘燥

时在染物表面生成树脂薄膜$提高湿处理牢度! 经固色剂 n处理后的染物的色光及耐晒牢度

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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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固色剂 n与铜盐例如醋酸铜作用$即可制得蓝色的固色剂 Q$固色剂 Q的分子中含有

铜$因此特别适用于直接铜盐染料染物的固色后处理$除能提高湿处理牢度外$还能提高日晒牢

度! 经固色剂 Q处理的染物$色光常会发生变化$一般是变深暗$因此固色剂 Q常用于深色染

物的固色!

例如+
!!固色剂 n%或固色剂 Q&!!!!$JDR C#J@R%对织物重&

B$R醋酸 $JER C#J$R%对织物重&

浴比 #i#J’ C#i@J’$2VH’J’ CEJ$$温度 ’$ CE$S$时间 @$ CB$%)/! 固色处理后$不经水

洗直接烘干!
&%阳离子交联剂固色处理#阳离子交联剂除具有阳离子固色剂的作用外$还能与纤维和

染料发生反应$交联成膜$从而提高湿处理牢度!

例如+

固色交联剂 Mg #R C@R%对织物重&

浴比 #i@$温度 ’$ C’’S$时间 @$ CB$%)/!

用其他交联剂$如交联剂 gV’交联剂 P处理$也有提高染色牢度的作用!

二!活性染料染色
"#&#@&#B#

活性染料是水溶性染料$分子中含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反应性基团%习称活性基团&$能在

适当条件下与纤维素纤维分子上的羟基’蛋白质纤维及聚酰胺纤维上的氨基等发生键合反应$

在染料和纤维之间生成共价键结合! 活性染料也称为反应性染料!

活性染料制造较简便$价格较低$而且颜色鲜艳$色谱较全! 自 #L’E 年开始作为商品染料

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国在 #L’D 年开始生产活性染料$现已成为染色和印花的主要染料

之一! 国产活性染料的品种有 Y型’d型’dO型’Q型’dM型’l型’P型’dg型’dP型’Pe型’
b型等! 它们具有不同的反应性能和应用性能!

活性染料的分子结构较简单$并含磺酸根基团$水溶性良好! 扩散性和匀染性较好$染色方

便! 活性染料与纤维反应的同时$还能与水发生水解反应$水解产物一般不再能与纤维发生反

应$因此在染色中$应尽量减少活性染料的水解$纤维上的水解活性染料应充分洗除$否则影响

染色牢度!

活性染料的染色一般包括吸附’扩散’固着几个阶段$在固着阶段活性染料与纤维发生键合

反应$称为固色$而把固色前的过程称为染色$以便区别!
!一"活性染料的化学结构及性能

活性染料的化学结构通式可以表示为+
e,M,h,b

式中+e,,,水溶性基团$一般为磺酸根基团*
M,,,染料发色体*
h,,,桥基或称连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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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活性基!

活性基通过桥基与染料母体相连接! 活性基主要影响染料的反应性及染料,纤维键的稳

定性! 染料母体对染料的亲和力’扩散性’颜色’耐晒牢度等有较大的影响! 桥基对染料的反应

性和染料,纤维键的稳定性也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活性染料分子结构中活性基团的不同$活性染料可分为以下几类!

#J均三嗪型活性染料$180,).G)/=-,+.40)<+;=+1%
%#&二氯均三嗪型活性染料%简称 Y型染料&! 二氯均三嗪型活性染料$因它的活性基团是

二氯均三嗪而得名! 它的活性基团上有两个氯原子$染料的化学性质活泼$反应能力较强$能在

室温碱性介质中与纤维素纤维反应! 这类活性染料染液稳定性差$在室温上染可以减少染料的

水解损失! 染料结构通式为+

国产的 Y型$国外的普施安%P,34)3/&Q等均属此类!

%@&一氯均三嗪型活性染料! 这类活性染料活性基团是一氯均三嗪$活性基团上只有一个

氯原子! 化学活泼性较低$必须在较高温度下才能和纤维素纤维发生反应$染液也比较稳定$在

常温下染料水解损失较少! 染料结构通式为+

国产的 d型$国外的普施安%P,34)3/&V等均属此类!

%B&一氟均三嗪型活性染料! 这类活性染料的活性基团是一氟均三嗪$活性基团上只有一

个氟原子! 它与一氯均三嗪型活性染料在相同条件下比较$其反应速率高出 ’$ 倍左右$染料,

纤维键的稳定性与一氯均三嗪型类同! 染料结构通式简写为+

U)*.4,3/ l型活性染料即具有这种活性基团!

%A&烟酸基均三嗪型活性染料! 这类染料反应性高$直接性大$可在高温中性条件下和纤

维素纤维发生反应! 用于涤I棉’涤I粘等混纺织物的分散I活性染料一浴染色! 染料结构通

式为+

国产的 b型$日本化药的 d.=.4+-3/ b+.40均属此类!

@J卤代嘧啶基型活性染料$7.-3:+/32=,)%);)/+,+.40)<+;=+)/:%!卤代嘧啶基型活性基又称



染整概论

!$%""

二嗪型活性基$按嘧啶基上氯原子的种类和数目又分为三氯’二氯’一氯以及氟代嘧啶等几类活

性染料! 其中以氟代嘧啶和三氯嘧啶较为重要! 二氟一氯嘧啶和三氯嘧啶型活性染料的结构

通式为+

二氟一氯嘧啶型 三氯嘧啶型

&%乙烯砜型活性染料$PBFO1?K1HJ.FO1C@0DNP@/O@BFG%#这类活性染料的活性基团为乙烯

砜基$结构通式为+
M,[W@UV@UV@W[WBO.

国产的 dO型$国外的雷玛唑%b+%.G3-&均属此类$化学活性介于 Y型和 d型活性染料之

间$宜在 E$S左右较弱的碱性介质中染色!

’%双活性基活性染料#染料分子中含有两个相同或不同的活性基团$因此当其中一个活

性基团水解后$另一个活性基团能继续与纤维反应$所以含双活性基的活性染料固色率较高!

根据活性基团的不同$常分为以下几类+
%#&双一氯均三嗪! 国产的 dg型$国外的 P,34)3/ V,g’P,34)3/ V,gY]均属此类!
%@&一氯均三嗪和乙烯砜型! 国产的 Qg型’Q+:.()9h型$国外的 [6%)()9162,.’b+%.G3-[’

h.1)-+/ lQ等均属此类!
%B&一氟均三嗪和乙烯砜型! U)*.4,3/ U型属此类!
!二"活性染料对纤维素纤维的染色原理

各类活性染料和纤维素纤维能发生共价键结合$结合反应的类型可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二

氯均三嗪和一氯均三嗪等活性染料与纤维素纤维的结合反应*第二类是乙烯砜型活性染料和纤

维素纤维的结合反应!

二氯均三嗪和一氯均三嗪型活性染料在碱性介质中与纤维素纤维的化学反应$是纤维素负

氧离子取代染料活性基团上的氯原子$使染料与纤维发生共价键结合! 水中氢氧根离子也会取

代染料活性基团上的氯原子$使染料水解生成水解染料$水解染料失去了对纤维素纤维的反应

能力! 二氯均三嗪型活性染料和纤维素纤维以及和水的反应式如下+

当染料上第一个氯原子与纤维素纤维反应以后$第二个氯原子的反应活泼性就降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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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剧烈的条件下才能与纤维素负氧离子或与水中的氢氧离子发生化学反应! 一氯均三嗪

活性染料与纤维素纤维的反应活泼性$比二氯均三嗪型活性染料要低$染色时反应温度要高一

些$所用碱剂的碱性要较强些!

乙烯砜型活性染料和纤维素纤维在碱性介质中的化学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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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的两种反应$都需要在碱性条件下进行! 所以$染料上染纤维素纤维以后$染浴中

需要加入碱剂$使纤维素纤维成负氧离子而和染料反应!

活性染料在染色过程中$染料与纤维的反应及染料与水的反应同时存在$但在正常染色条

件下$染料与纤维的反应速率仍远远大于染料与水的反应速率! 但如条件控制不当$染液 2V

值过高或温度过高$都会促使染料水解加剧$使染料的固色率降低! 如何提高染料的利用率是

活性染料染色的重要课题!

!三"活性染料对纤维素纤维的染色工艺

活性染料的染色有浸染’卷染’轧染’冷轧堆等方法$大多用于中浅色泽的染色$设计活性染

料染色工艺时应尽可能考虑在染色结束时$固色率高$染色时间较短$染物的匀染性好!

活性染料的种类很多$各类活性染料的反应性和染色条件各不相同$以下以国产 Y型’d

型’dO型’Q型活性染料为例说明一般的染色工艺!

!%卷染#卷染采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浴一步法! 也称全料法$是将染料’促染剂’碱剂等在开始染色时全部加入染浴的简

便染色方法! 此法由于水解染料较多$不适宜续缸染色!

%@&一浴二步法! 先中性染色$后加电解质促染$再加入碱剂固色! 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

小批量’多品种的染色$染浴吸尽率较高$不再续缸使用$其染物牢度较好!

%B&二浴法! 在中性浴中染色$再在另一不含染料的碱性浴中固色! 由于其染料吸着和固

色在两个浴中分别进行$因而染料水解较低$能续缸使用$染料利用率高!

在以上三种染色方法中$通常采用一浴二步法染色! 染色工艺流程为+卷染%A CE 道&)固

色%A CE 道&)冷水洗%@ 道&)F$ CL$S热水洗%@ CB 道&)皂煮%A CE 道 L’S以上&)D$ C

L$S热水洗%@ 道&)冷水洗%# C@ 道&)上卷! 染液组成和染色条件见表 B 8@!

染料用量视色泽要求而定$染料分两次加入$一般在染色开始加 E$R染料$第一道末再加

余下的 A$R染料! 染深色时如有必要$染料可分 A 次加入! 食盐’碱剂的用量视染料用量’染

料的亲和力和反应性而定$通常 Y型活性染料多采用纯碱$而 d型活性染料除了用纯碱外$以

采用磷酸三钠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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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活性染料卷染工艺处方及条件

处方’ 工艺条件

染料类型

Y型 d型 dO型 Q型

染料 视色泽要求而定

食盐I:-]8# @$ CB$ @’ CA$ @’ CA$ @’ CA$

碱剂I:-]8#

O.@UWB #$ C@$

或

O.BPWA A CE

O.@UWB #’ CB$

或

O.BPWA #$ C@$

O.@UWB #’ C@’

或

O.BPWA #$ C#’

O.@UWB #’ C@’

或

O.BPWA #$ C#’

浴比 #i@ C#iB

染色
温度IS 室温或 B$ L$ E$ CE’ E$ CE’

道数 A CE E CD E CD E CD

固色
温度IS 室温或 B$ L$ E$ CE’ E$ CE’

道数 A CE E CD E CD E CD

皂洗

肥皂I:-]8# ’%或用合成洗涤剂&

液量I] #@$

温度IS L’ 以上

道数 A CE

!!注!每道约 ’ CD%)/!

染色和固色一般可采用相同的温度$以便于控制! Y型活性染料可用 B$S$d型染料

L$S$dO型’Q型为 E$ CE’S! 酞菁母体结构的活性染料一般需用较高的染色和固色温度$如

翠蓝 dO,j’翠蓝 Q,jh用 D’S$翠蓝 d,j]用 L’S! 均根据染料的反应性能而定!

为了使染料的初染率较低$获得均匀的上染$通常在染色一定时间后加入电解质$必要时还

可以分两次加入! 也有一开始就加入染液的! 电解质应事先用水溶解后再加至染液$并搅拌

均匀!

难于染得均匀的颜色可考虑采用二浴法染色!
$%轧染#活性染料的轧染有一浴法轧染和二浴法轧染两种! 一浴法轧染是将染料和碱剂

放在同一染液里$织物浸轧染液后$通过汽蒸或焙烘使染料固着! 二浴法轧染是织物先浸轧染

料溶液$再浸轧含碱剂的溶液,,,固色液$然后再汽蒸使染料固着! 轧染时采用亲和力较低的

染料对匀染’透染’前后色泽一致均有利$但必须注意$亲和力低的染料在烘干时更容易发生

泳移!
%#&一浴法轧染! 一浴法轧染的染液组成及工艺条件见表 B 8B! 工艺流程是+浸轧染液)

烘干)汽蒸或焙烘)冷水洗 @ 格)F’ CD$S热水洗 @ 格)L’S以上皂洗 A 格)D$ CL$S热水

洗 @ 格)冷水洗 # 格)烘干!

碱剂的种类和用量应根据染料的反应性和用量而定$反应性低的染料$要用较强的碱剂$用

量 要多!染料用量高$碱剂的用量也高!对于反应性高的Y型活性染料一般采用小苏打作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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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一浴法轧染的工艺处方条件

处方’ 工艺条件

染料类型

Y型 d型 dO型 Q型

染料 视色泽要求而定

碱剂I:-]8#
O.VUWB

’ C@$

O.@UWB或 O.BPWA

#$ CB$

O.VUWB

’ C@$

O.@UWB

#$ CB$

尿素I:-]8# $ CB$ B$ CE$ $ CB$ B$ CE$

防染盐 [I:-]8# $ C’

润湿剂I:-]8# # CB

抗泳移剂 酌量

汽蒸
温度IS #$$ C#$B

时间I%)/ $J@’ C# B CE # C@ # C@

焙烘
温度IS #@$ C#E$

时间I%)/ @ CA

剂$染液的 2V值在 D 左右$这样$在染液内染料的水解较少$在烘干’汽蒸或焙烘时$小苏打分

解出二氧化碳$生成纯碱$2V值提高$促使染料和纤维发生反应!

乙烯砜型活性染料的本身及其染料,纤维键耐碱性水解的能力均较差$一般也采用较弱的

碱剂$如小苏打$也可采用释碱剂三氯醋酸钠!
d型活性染料的反应性较低$一般宜用较强的碱剂$如碳酸钠! Q型活性染料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选择用碳酸钠或用碳酸钠 \碳酸氢钠作碱剂!

在一浴法轧染中$染液内含有碱剂$反应性强的活性染料易发生水解$制备染液时$碱剂宜

临用前加入$染液制备好后$放置时间不宜过长$否则染料水解比较多$使染料的利用率降低!

尿素能帮助染料的溶解’纤维的吸湿和溶胀$有利于染料在纤维中的扩散$提高染料的固

着率!

防染盐 [ 即间硝基苯磺酸钠$是弱的氧化剂$与还原性物质作用$分子中的硝基被还原成

氨基
++++

""++

+

[W@"" O.

W@O

\E(V )""
++++

""++

) [W@"" O.

V@O

\@V@W

防染盐 [ 的作用是防止活性染料在汽蒸过程中$因受还原性物质%纤维素纤维在碱性条件

下汽蒸时有一定的还原性&或还原性气体的影响使颜色变萎暗!

海藻酸钠是一种常用的抗泳移剂$可减少在烘干时织物上染料的泳移! 此外$尚可采用其

他的抗泳移剂!

轧槽初染液视染料直接性大小加水冲淡 $ C@$R$以保持前后颜色一致! 轧液温度一般为

室温! 浸轧采用一浸一轧或二浸二轧$轧余率不宜太高!

汽蒸及焙烘的温度和时间主要根据染料的反应性’扩散性而定! 对于反应性高的 Y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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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染料$温度较低$时间较短*对于反应性低的 d型活性染料$所用温度较高$时间较长$故一般

不用此工艺!
%@&二浴法轧染! 二浴法轧染的染液组成及工艺条件见表 B 8A!

表 & "’#二浴法轧染的染液组成和固色液组成

处!!方

染料类型

Y型 d型 dO型 Q型

轧染液

染!料 视色泽要求而定

尿素I:-]8# $ CB$ B$ CE$ $ CB$ B$ CE$

碱剂I:-]8#
O.VUWB

$ C#’

O.@UWB或 O.BPWA

#$ CB$

O.VUWB

$ C#’

O.@UWB或 O.BPWA

#$ CB$

润湿剂I:-]8# # CB

抗泳移剂 酌量

固色液
碱剂I:-]8#

O.@UWB

#$ C@$

O.WV

#’ C@’

O.@UWB

#$ C@$

O.WV

#’ C@’

食盐I:-]8# @$ CB$ ’$ CE$ @$ CB$ ’$ CE$

工艺流程+浸轧染液)烘干)浸轧固色液)汽蒸%#$$ C#$BS$#%)/&)水洗’皂洗%同一浴

法轧染&!

在二浴法轧染的轧染液中一般不加碱$这样$染液稳定性较好! 但轧染液中也可加一定量

的弱碱剂$以提高固色率! 在固色液中一般用较强的碱$使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固色! 固色液

中加食盐是为了浸轧固色液时减少织物上染料的溶落! 为了避免初开车得色较浅$一般在固色

液中加 ’R C#$R轧染液!
&%轧卷&室温堆置染色$冷堆法%$H0/"M0NDJD.1//O@BFG%#活性染料轧卷,冷堆法染

色具有设备简单’匀染性好的特点$因不经汽蒸$所以具有能耗低$染料利用率较高$匀染性好等

优点! 工艺流程为+浸轧染液)打卷后转动堆置)后处理%水洗’皂洗’烘干&!

轧液中含有染料’碱剂’助溶剂’促染剂’渗透剂等!

同轧染一样$轧卷,冷堆法也是通过压轧使染料吸附在纤维表面! Y型’dO型’Q型’d型

均可应用! 轧卷,冷堆法采用在低温情况下固色$为了提高染料的反应性$往往需要选择较强

的碱剂$2V值可以比卷染工艺高!

使用时根据所用染料类型选用碱剂! Y型的一般用纯碱$用量为 ’ CB$:I]! d型活性染料

一般适用烧碱 #@ C#’:I]! dO型和 Q型活性染料反应性介于两者之间$染料用量在 #$:I]以

下时$可以采用磷酸三钠作碱剂$其用量为 #$:I]加染料克数之和! 染料用量在 #$:I]以上时$

可用混合碱剂$即磷酸三钠 ’ CF:I]加烧碱 B CA:I]$也可以单用烧碱$可用 $JAA# N%#I’ N染

料克数 \D&:I]这一经验公式来计算! 使用水玻璃,烧碱法$对提高染液稳定性’消除风印有

利$用量一般为浓度约 A’R的水玻璃%O.@Wi[)W@ H#i@JE&#$$:I]*氢氧化钠 E C#B:I]! 上面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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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的仅为一般原则$使用时还应根据染料性能’工艺要求等因素调节使用!

促染剂如食盐’硫酸钠有利于堆置时纤维吸附染料$提高固色率! 轧卷,冷堆法必须严格

控制轧余率$轧余率以低些为宜$一般控制在 E$R以下! 带液过多$固色率低$并且容易产生有

规律的深浅横档!

浸轧染液后$织物在打卷装置上成卷$打卷要求平整$布层之间无气泡! 堆置时$布卷要密

封$包上塑料薄膜$并不停地缓缓转动$防止布卷表面水分蒸发或染液向下的重力流淌而造成染

色不匀! 在堆置时$浸轧在织物上的染料被纤维吸附$向纤维内扩散’固着! 其原理相当于极小

浴比的浸染$因温度较低$堆置时间较长$有较长的扩散和固着时间$所以固色率高$匀染性好$

没有在轧染烘干时由于染料泳移而造成的染疵$布面比轧染光洁! 堆置时间根据所用染料的反

应性和用量$所用碱剂的种类和用量而定$一般 Y型活性染料堆置 @ CA7$d型活性染料堆置

#E C@A7$dO型’Q型活性染料堆置 A C#$7! 铜酞菁结构的翠蓝染料扩散性差$反应性低$要适

当增加碱剂用量和堆置时间!

三!还原染料和暂溶性还原染料染色
"#&B&#A#

还原染料不溶于水$含有羰基结构$染色时$需在碱性还原液中还原成为可溶于水的钠盐结

构的隐色体上染纤维! 染料隐色体在纤维上经氧化后$回复成不溶性的染料固着于纤维!

还原染料色泽鲜艳’色谱齐全’皂洗牢度好$日晒牢度一般也很好$主要用于染纤维素纤维$

是纤维素纤维染色中一种高档染料! 还原染料又称士林染料$最常用的还原染料有紫’蓝’绿’

棕’灰’橄榄等色!

还原染料染色工艺较复杂$染料价格较贵$缺少红色品种$还原染料的某些黄’橙品种%如

黄 jUO’金黄 jd&有光敏脆损作用$会使被染着的纤维在日晒过程中发生严重氧化损伤!

暂溶性还原染料大都是还原染料隐色体的硫酸酯钠盐! 染料结构上有硫酸酯水溶性基团$

染料能溶于水中$上染纤维后$用稀硫酸和氧化剂处理$还原染料隐色体硫酸酯结构发生分解$

氧化成为不溶性的还原染料$固着在纤维上! 暂溶性还原染料染色$不需经过还原步骤$染色工

艺比使用还原染料简单$染液比还原染料稳定$对纤维素纤维的直接性比还原染料低$匀染性较

好$染色牢度高$日晒牢度也很好!

暂溶性还原染料价格较贵$主要用于纤维素纤维染淡色$染料品种没有还原染料多!
!一"还原染料染色性能和染色方法

还原染料的染色需要经历以下四个过程+
%#&染料的还原$使不溶性的还原染料转变为可溶性的隐色体!
%@&染料的隐色体上染纤维!
%B&上染在纤维上的隐色体经氧化转变为原来不溶性的还原染料!
%A&皂洗处理$以获得稳定的色光和良好的染色牢度!

以上的每一个过程均会直接影响染色的质量!

根据上染时还原染料的形态不同$可以采用以隐色体形态上染的隐色体染色法%即隐色体

浸染或卷染法&或以不溶染料形态上染的悬浮体轧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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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色体染色法#隐色体染色法是将还原染料预先还原为能直接上染纤维素纤维的隐色

体$在染浴中上染纤维$然后在纤维上进行氧化’皂洗的染色方法!
%#&染料的还原! 染料的还原一般是在碱性介质中进行的! 染色时最常用的还原剂为保

险粉$即连二亚硫酸钠%O.[W@,[W@O.&$它的化学性质很活泼$在烧碱溶液中即使在室温或浓

度较低时$也有强烈的还原作用! 染料还原为隐色酸$溶于碱液中生成隐色体!

染浴中应保持适当过量的烧碱和保险粉$以保持染料呈隐色体状态! 还原染料还原时$要

注意烧碱及保险粉用量并选用不同的还原方法$对还原速率较慢的染料$如还原桃红 b必须在

较浓的保险粉和烧碱溶液及较高温度下进行预还原$称为"干缸还原#$即染料还原时$把烧碱

和保险粉加入所需染液总量 #IB 量的水中$使染料在较浓的还原液中$于较高温度%D$ CL$S&

下还原 #’%)/$还原完毕$加入其余 @IB 量的水$制备成染料还原液! 对于一些还原速率较高的

染料如还原蓝 b[O还原时$将烧碱和保险粉加入全量水中$然后在 E$ CEBS还原%称为全浴法

还原&#$%)/!
%@&染料隐色体的上染! 为了得到均匀而坚牢的色泽$染色时各种染料应适当选择烧碱用

量’食盐用量以及还原温度! 根据染料性质的不同$浸染%染料用量 @R$染色浴比 #i@$&时$上

染条件大致可分为甲’乙’丙三种!

甲法+染浴中烧碱%B$R&用量 #@ C#’%]I]$保险粉%D’R&@J’ CBJ’:I]$不加盐$染色温

度 E$S!

乙法+染浴中烧碱%B$R&用量为 E CD%]I]$保险粉%D’R&@ CB:I]$元明粉 #$ C#’:I]$染

色温度 ’$S!

丙法+染浴中烧碱%B$R&用量为 ’ CE%]I]$保险粉%D’R&@ C@J’:I]$元明粉 #’ C@’:I]$

染色温度 @$ C@’S!

为了使隐色体上染比较均匀$可在染浴中加入适当的匀染剂$如平平加 W等$它在硬水和

碱性溶液中都很稳定$能与染料分子发生聚集$因而降低了染料的上染速率$达到匀染的目的!

用隐色体染色法在卷染机上染色时$浴比较小$一般为 #iB C#iA!

例如"#L$ 号士林#深蓝还原染料棉布卷染染液配方如下+

还原蓝 b[O%粉状&!!!!!!!#’E$:

还原艳紫 @b%粉状& E@J’:

烧碱%B$R& FL$$%]

保险粉%D’R& #AA$:

总染液量 @’$]

染色时$染料于 E$ CEBS进行还原$约 #$%)/$然后棉布%丝光棉布约 ’$5:&进入染缸染色! 染

色开始时$先加保险粉 D$$:$以后在上染过程中%F C#$ 道&分 B 次加入补充保险粉$每次约 #’$:!

上染后冷水洗 A 道$再用硼酸钠或空气氧化 A 道$然后皂洗 A CE 道$热水洗 @ 道$冷水洗 # 道!
%B&染料隐色体的氧化! 被纤维吸附的染料隐色体经氧化作用$转变为原来不溶性的还原

染料! 有些还原染料如还原蓝 b[O等氧化比较迅速$能在染后水洗过程中被空气氧化$有些还

原染料如还原桃红 b等氧化就比较困难$需在氧化剂中氧化! 而用氧化剂氧化的染料$氧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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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件为+

过硼酸钠!!!!!!!!!@ CA:I]

醋酸 @ CA:I]

温度 ’’ CE$S

或

双氧水%过氧化氢& #J’:I]

温度 A$ C’$S
%A&皂洗! 还原染料染色后的皂洗具有重要作用! 在皂洗过程中$呈不溶状态的染料会发

生分子移动而聚集$或进而形成微晶体$从而能改进染品的色光$耐氯牢度有所增加$有时日晒

牢度也有所改进!
$%悬浮体轧染法#有些还原染料用上述隐色体染色法染色的织物会产生白芯现象! 这是

因为还原染料染色时$染浴中所用烧碱浓度很高$会起促染作用$染料的初染率很高$使染料在

短时间内被织物的纱线外层吸尽$染色织物的外层纱线颜色浓$内部纱线颜色淡$或几乎无色$

形成织物中纱线的白芯现象!

为克服这种现象$还原染料常用悬浮体轧染法染色! 悬浮体轧染法染色$是将研磨得很细

%一般在 @!%以下&的染料$靠轧辊间产生的均匀压力浸轧到织物上$再使染料还原成隐色体上

染纤维! 由于染料颗粒甚小$在浸轧时$染料便进入纱线’纤维的空隙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克

服隐色体染色时产生的白芯现象!

织物悬浮体染色多在连续轧染机上进行! 将织物在浸轧机上$室温浸轧还原染料悬浮液$

浸轧过染液的织物依次经红外线预烘$烘筒或热风烘燥$透风冷却! 再将烘干的织物进入还原

蒸箱$使织物上悬浮体染料还原! 汽蒸时还原温度为 #$@ C#$’S$蒸箱内应无空气存在$以减

少保险粉的分解$促使织物上染料充分还原! 最后织物经水洗’氧化和皂洗! 织物悬浮体浸轧

烘干后的还原’氧化’皂洗也可在卷染机上进行!
!二"暂溶性还原染料染色性能和染色方法

暂溶性还原染料能溶于水中$是还原染料隐色体的硫酸酯$通常称为印地科素染料! 暂溶

性还原染料可直接上染纤维素纤维$然后在织物上经过一定的处理$转变成不溶性还原染料!

暂溶性还原染料的染色工艺比较简单$染色比较匀透$染色牢度很好$但这种染料的价格较

贵$主要用于浅’中色棉织物的染色!

暂溶性还原染料的染色分两步进行+先是染料上染纤维$然后染料在纤维上水解氧化即

显色!

暂溶性还原染料的上染性能与直接染料上染性能相似! 但对纤维素纤维的直接性比较低!

上染温度随染料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还原蓝 hU分子结构上有四个水溶性基团$直接性较低$

宜在 @’ CB$S上染$还原桃红 Zb可在 A$ C’$S上染!

暂溶性还原染料是在酸性介质中进行氧化显色的! 酸和氧化剂都是显色的必要条件! 纤

维素纤维染色时$经常用亚硝酸钠和硫酸作为显色剂! 不同的暂溶性还原染料显色难易不同!

容易显色的染料$可在室温下显色*显色较难的染料$需在 E$ CF$S进行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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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织物的染色可在卷染机或轧染机上进行! 卷染时$染液中含有染料 $JB C’:I]$亚硝酸

钠 $JF C’:I]$纯碱 $J’ C#J’:I]和食盐 #$ CB$:I]$浴比 #iB C#i’$染色温度为室温%或 E$ C
L$S&$染色 E CD 道! 染毕过缸$以硫酸%LDR&#$ C@$%]I]B$ CF$S显色 @ CB 道! 然后水洗

B CA 道$用 @ CB:I]纯碱中和 # C@ 道$用肥皂 B:I]和纯碱 @:I]皂洗 ’ CE 道$热水洗 @ 道$冷

水洗 # 道后上卷烘干!

轧染时$轧染液内含染料 $J’ C#$:I]’亚硝酸钠 ’ C#$:I]和渗透剂 K$J@ C$J’:I]! 为了

减少织物通过酸浴显色时的染料溶落$织物浸轧染液后缓缓烘干$再用 LDR硫酸 #$ C@$%]I]

浸轧显色$显色温度根据染料显色难易而定! 轧酸后透风$冷水洗$中和$皂煮$水洗和烘干!

四!硫化染料染色
"#&B&#’#

硫化染料不溶于水$分子结构中具有多种硫化合物$一般商品染料中含杂较多! 硫化染料

生产过程比较简单$价格低廉$应用方便$主要用于纤维素纤维制品深色产品染色! 硫化染料的

色泽大多不鲜艳$也不耐氯漂! 硫化染料中某些染料$在织物存放过程中逐渐氧化$产生硫酸$

氧化纤维$使纤维脆损! 染色织物可用碱性化合物处理$降低脆损! 黄’橙色硫化染料往往对纤

维有光脆性! 另有一类硫化还原染料$结构与硫化染料相似$但色泽比较鲜艳$各项坚牢度如氯

漂牢度较一般硫化染料为佳$要加保险粉作还原剂!

硫化染料是以一些芳胺’羟基芳胺和硫’硫化钠等在溶剂里一起加热制得! 硫化染料结构

复杂$确切分子结构尚不清楚! 按 [ 的存在形式分为两种+
%#&杂环结构$决定硫化染料的颜色! 其中噻唑结构以黄’橙’棕色为主*吩噻嗪酮结构以

黑’蓝’绿为主*噻蒽结构以棕色为主!

噻蒽噻唑

N

S R 2N

吩噻嗪酮

OS

N S

S

%@&开链结构$决定硫化染料的染色性能!

开链结构主要以二硫键%,[,[,&’硫巯基%,[V’ "" ""[

((

W

& 和多硫键%,[+&’亚砜基

存在!

硫化染料不溶于水$在碱性介质中经还原剂作用$生成可溶性的隐色体$能被纤维素纤维吸

附! 纤维上的染料隐色体经氧化后$变成不溶性的染料$显出应有的色泽而固着在纤维上! 硫

化染料染色过程如下+

M,[,[o,M
O.@
)""
[
M,[V\M, )""[oV M,[O.\M,[oO.

可溶$上染纤维

(W)
)""""

过硼酸钠
M,[,[o,M

硫化染料染色时用硫化钠作还原剂$硫化钠的还原能力比保险粉弱得多$也不会像保险粉

那样容易分解! 硫化钠在硫化染料的还原过程中既是还原剂$又是强碱! 硫化钠在染浴中的用

量随不同染料而定! 用量不足时$染料的还原溶解不完全*过多时$染液碱性过高$影响染料的



第三章!染!色

!%$""

上染! 硫化钠用量一般为染料的 F$R C@$$R!

硫化染料染色时$温度一般较高$棕色’黑色为L$ CL’S$黄色’绿色为F$ CF’S! 为了提高染

料的上染率$可在染浴中加入食盐或元明粉起促染作用! 硫化染料对纤维素纤维的直接性较低$

染料的上染百分率不高$染料用量较多$如硫化黑卷染$染料用量一般为布重的 LRC##R!

硫化染料隐色体上染纤维后$经氧化而固着在纤维上! 大多数硫化染料隐色体的氧化是比

较容易的! 染液中染料隐色体上染纤维后$经水洗和透风$纤维上染料隐色体就能充分氧化!

少数染料隐色体的充分氧化$需要过硼酸钠或重铬酸盐和醋酸等氧化剂氧化! 染色后$也可用

金属盐或阳离子固色剂处理$以提高染色牢度和日晒牢度!

海昌蓝和印特黑是两种比较高级的硫化染料$它们的染色性能介于还原染料和硫化染料之

间$称为硫化还原染料! 硫化还原染料染色$需要保险粉%或加硫化钠代替部分保险粉&,烧碱

还原溶解! 用保险粉,烧碱还原时$得色较鲜艳*用硫化钠代替部分保险粉还原$成本较低! 硫

化还原染料比硫化染料色泽鲜艳$染色牢度如氯漂牢度也较好!

五!不溶性偶氮染料染色

不溶性偶氮染料的染色与一般染料不同$并不是用现成的染料染色$而是由组成染料的两

个组分在纤维上合成染料! 不溶性偶氮染料的两个组分分别称为偶合剂%色酚&和显色剂%色

基&! 它的染色过程是织物先以色酚的烧碱溶液打底$然后用由色基经重氮化反应制成的重氮

盐溶液显色! 在显色时$织物上的色酚和色基的重氮化合物发生偶合而生成色淀$并固着在纤

维上! 色基进行重氮化反应时$需要用冰$所以不溶性偶氮染料又称冰染染料!

不溶性偶氮染料色谱齐全$色泽鲜艳$皂洗牢度很好$日晒牢度可达 ’ CE 级$个别的可达 F

级$大多能耐氯漂$主要用于染浓色棉制品$如染浓色蓝色’红色’橙色’棕色和紫酱色等!
!%色酚$F0HJN.1%及其打底#色酚一般都是酚类化合物$不溶于水$但可溶于烧碱溶液中

而形成色酚的钠盐! 色酚的钠盐对纤维素纤维具有直接性$能对它们上染!

色酚上染纤维的过程称为打底! 在配制打底液时$烧碱的用量随不同色酚溶解度的大小而

定! 一般烧碱用量要比理论量高$当溶液中具有足够的游离碱时$色酚才能完全形成钠盐而溶

解! 若用碱不足$色酚钠盐在水中会发生水解而失去上染能力$但是碱剂的用量也不能太多$否

则会减少色酚的上染$影响以后的显色$并增加重氮化合物的分解$使成品得色暗淡! 用色酚

c[ 打底染色时$染液中应保持 B:I]游离碱! 为了使色酚易于溶解和增加对纤维的润湿$提高

匀染效果$可在打底液中加入适量太古油’拉开粉等润湿剂作助剂!

色酚的溶解有热法和冷法两种! 热法就是将色酚用烧碱及助剂调成浆状后$加入热水$并

经短时间的煮沸而使其完全溶解$再加入适量水至所需温度! 冷法就是将色酚用酒精’烧碱调

成浆状后$加入水使其溶解! 此法能用于配制浓度较高的色酚染液!

打底染液的温度随染色方式的不同而异$一般浸染的染色温度为 B$ CA$S$轧染的温度为

D$S左右$以加快色酚向纤维内部的扩散$使上染比较匀透! 打底后的棉制品需经烘干或充分

除去附着在纤维上的多余打底液后$方能显色! 打底棉织物烘干时$温度要均匀且逐步升高!

经打底和烘干后的棉制品$不能久置于空气中$以防棉制品上的色酚受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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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游离色酚而影响显色!

$%色基$0E.BDM0?@?%及其重氮化$/B0E.NBE@C@0DNB.F%#色基为芳香胺类化合物$亦称色

胺! 色基必须先经重氮化转变成重氮盐后$才能与色酚偶合显色! 色基的重氮化是色基分子上

的氨基转变成重氮基的反应过程$是用亚硝酸钠’盐酸来完成的!

c,,OV@ \O.OW@ )""\@VU- c,,O\
@ U-

8 \O.U-\@V@W

式中 c,,OV@代表芳香胺! 色基在盐酸中的溶解度不同$它的重氮化方法也就不同! 一般

采用的重氮化方法有顺法和逆法两种! 先将色基溶于盐酸中$然后加冰冷却$在不断搅拌下$逐

渐加入预溶于水的亚硝酸钠进行重氮化$称为顺法! 顺法适用于在盐酸中溶解度较大的如红

dh等色基的重氮化! 大多数色基的重氮化用顺法! 对于某些在盐酸中难溶解的如色基红 h’

橙 jb等色基的重氮化$需用逆法! 逆法重氮化是先将色基和亚硝酸钠调成浆状$调匀后迅速

加入已加冰冷却的稀盐酸溶液中$使少量色基和亚硝酸钠周围有高浓度的盐酸$使能迅速完成

重氮化反应!

由于重氮化反应是放热反应$重氮化合物的稳定性又差$不论采用何种方法进行重氮化$都

需用冰冷却$以维持重氮化反应温度 $ C#$S! 对于一些比较稳定的重氮化合物$可略提高重

氮化温度至 #’S$增加反应速率! 重氮化时间应控制在 #’ CB$%)/! 染色前$重氮化染液需加

冰保持低温!

重氮化反应用的化学品的摩尔比$按理论用量应为+色基 i盐酸 i亚硝酸钠 H#i@i#$配制重

氮化合物时$色基’盐酸’亚硝酸钠的实际用量比为 #i%@J@ C@J’&i#J#! 用过量盐酸是为防止

重氮盐分解$增加重氮盐稳定性! 用稍过量的亚硝酸钠是使色基充分地被利用!

&%偶合显色$D.KH1BFG C@0DNB.F%#经过打底烘干后的纤维素制品$在色基的重氮化溶液中

浸轧$纤维上的色酚钠盐就和染液中的色基重氮盐进行偶合显色$在纤维上生成色淀!

色基重氮盐和色酚钠盐偶合时$必须适当控制显色液的 2V值! 色基的重氮化合物在酸性

介质中稳定$色酚在碱性介质中偶合反应性能强! 如果 2V值太高$则色基重氮盐分解增多$染

色结果得色暗淡*2V值太低$又会妨碍色酚钠盐与色基重氮盐偶合的顺利进行! 各种色基重氮

盐的偶合显色能力不相同$偶合能力强的色基显色时$2V值可控制在 A C’*偶合能力较强的色

基显色$2V可控制在 ’J’ CEJ’*偶合能力较弱的色基显色$2V值则需控制在 F CD!

显色时$染着色酚的纤维上的碱不断带入显色液中$为了控制显色液在偶合时所需的 2V

值$可加入硫酸铝’硫酸锌’氯化铵等抗碱剂$中和带入的碱! 为了使显色液的 2V值维持在某

一范围内$可加入醋酸,醋酸钠’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钠等缓冲剂!

第四节!蛋白质纤维染色

!!一!酸性染料染色
"!"#

凡含有酸性基团$能在酸性’弱酸性或中性染液中直接上染蛋白质纤维和聚酰胺纤维的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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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称为酸性染料! 其酸性基团绝大多数为磺酸基$少数为羧基$易溶于水$在水溶液中电离成

为染料阴离子!

与直接染料相比$酸性染料的结构比较简单$分子中缺乏较长的共轭双键系统$因此对纤维

素纤维缺乏亲和力!

根据酸性染料的化学结构’染色性能’染色工艺条件的不同$酸性染料可分成三类+强酸性

染料$要求在强酸性条件下染色$颜色鲜艳$染物的湿处理牢度较低$一般用于羊毛的中’浅色染

色*弱酸性染料$一般在弱酸性条件下染色$染物的湿处理牢度比强酸性染料高$用于羊毛’蚕

丝’锦纶的染色*中性染色的酸性染料$在中性或弱酸性的条件下即可上染蛋白质纤维! 这三类

染料的性能比较见表 B 8’!

强酸性染料又称为匀染性酸性染料$弱酸性和中性染色的酸性染料耐羊毛缩绒处理$又称

为缩绒性酸性染料!

表 & "(#三种类型酸性染料的比较

项!!目 强酸性染料 弱酸性染料 中性染色的酸性染料

分子结构 较简单 较复杂 较复杂

相对分子质量 低 较高 较高

磺酸基在分子中占的比例 较大 较小 小

颜色鲜艳度 好 较差 较差

溶解度 大 较小 较小

在染液中的状态 不聚集或很少聚集 有较大的聚集倾向 有较大的聚集倾向

亲和力 低 中 较高

移染性 好 较差 较差

匀染性 好 中 较差

中性电解质的作用 缓染 等电点以上为促染 促染

上染时的作用力 静电引力 范德华力’氢键 范德华力’氢键

与纤维的结合 离子键 离子键’范德华力’氢键 范德华力’氢键

湿处理牢度 较差 较好 较好

染浴 2V值 @ CA A CE E CF

调节 2V常用酸剂 硫酸或甲酸 醋酸 硫酸铵或醋酸铵

!一"酸性染料对羊毛的染色原理

羊毛分子中既含有氨基$又含有羧基$可以用下面的简式表示+
V@O,e,UWWV

氨基是碱性基$羧基是酸性基$在水中$氨基和羧基发生离解$形成两性离子+
\VBO,e,UW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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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性溶液中$羧基电离的数量多于氨基电离的数量$此时纤维带负电荷! 若在溶液中逐

步加入酸$使溶液 2V值逐渐降低$则氨基电离的数量上升$而羧基的电离受到抑制$纤维所带

的负电荷逐步降低! 当溶液的 2V值达到某一值时$纤维中电离的氨基和羧基数目相等$纤维

则呈电中性$此时溶液的 2V值称为该纤维的等电点! 据测定$羊毛的等电点为+2VHAJ@ C

AJD! 羊毛中氨基的含量为 $JD C$JL%3-I5:羊毛! 溶液的 2V值进一步降低时$纤维中电离的

氨基数量超过电离的羧基数$此时纤维带正电荷!

综上所述$当溶液的 2V值在等电点以下时$纤维带正电荷$纤维中,OV\
B 含量较高*当溶

液 2V值在等电点以上时$纤维带负电荷$纤维中,UWW8
含量较高*在等电点时$纤维中,OV\

B

和,UWW8
的含量相等$纤维不带电荷!

!%强酸性染料染色#强酸性染料分子结构较简单$磺酸基在整个分子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在一般的染色浓度下$染料在染液中电离成为阴离子$很少聚集! 在染液中还存在无机酸的酸

根阴离子$如 U-8’[W@ 8
A ! 随着溶液中 V\

被羊毛吸附$染料阴离子和无机酸根阴离子由于库仑

力的作用也必然被羊毛吸附! 由于无机阴离子在染液和纤维中的扩散速率远大于染料阴离子$

因此首先是无机阴离子进入纤维$与纤维中的,OV\
B 结合$此时溶液中无机酸根阴离子浓度的

降低速率大于染料浓度的降低速率! 随后$由于染料分子与纤维之间除了静电引力外$还有范

德华力和形成氢键的能力$因此染料阴离子逐渐取代无机阴离子与纤维中的, \OVB 发生离子

键结合$整个吸附过程可简单表示如下+

e

OV\

##
B

UWW
##

8

V
% &’’

\

e

OV\

##
B

##
UWWV

c
% &’’

8

e

OV\
B -c

##
8

##
UWWV

M
% &’’

8

e

OV\
B -M

##
8

##
UWWV

\c8

式中+c8,,,无机酸根阴离子*

M8,,,染料阴离子!

在整个染色过程中染液内 V\’M8
和 c8

的浓度变化如图 B 8#B 所示!

上述分析也同时说明$当羊毛用强酸性染料染色时$在染液中加入中性电解质$以提高无机

阴离子的浓度$具有缓染作用$并能促进染料的移染$有利于获得匀染! 硫酸根阴离子对羊毛的

亲和力比氯离子大$所以元明粉的缓染作用比食盐强! 同理可知$在染液中加入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也起缓染作用!

强酸性染料上染羊毛的速率与染液的 2V值有关$图B 8#A 是在不同酸性的染浴中的上染

速率曲线! 强酸性染料结构简单$与纤维之间的范德华力和氢键力较小$它与纤维的结合主要

是离子键结合! 在酸性较弱时$纤维所带的正电荷少$纤维中的,OV\
B 少$所以上染速度和上染

百分率均较低!

羊毛表面有鳞片层$结构比较紧密$对染料的扩散有较大的阻力$所以羊毛的染色一般要在

近沸的条件下进行! 染色饱和值相当于按羊毛中氨基含量计算所得的数值! 由于羊毛中氨基

含量较高$所以染色饱和值是相当高的! 强酸性染料与纤维之间的范德华力’氢键力较小$离子

键也有一定的离解性$因此移染性较好$而染物的湿处理牢度则相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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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A!酸对酸性染料上染的影响%染料为酸性蓝 h[&
#,染液中含 BRV@[WA!@,染液中含 BRVc4!B,染液不含酸

$%弱酸性染料的染色#弱酸性染料的分子结构较复杂$磺酸基在整个分子中所占的比例

比较小$纤维和染料之间有较大的范德华力和氢键力$所以除了离子键结合外$还能以范德华力

和氢键固着在纤维中! 羊毛用弱酸性染料染色时$染液的 2V值一般为 A CE$在羊毛等电点附

近或略高于羊毛的等电点! 当染液的 2V值为等电点时$纤维不带电荷$染料依靠范德华力和

氢键上染纤维! 上染后$染料阴离子再与纤维中的,OV\
B 成离子键结合! 此时在染液中加入中

性电解质$对染料被纤维的吸附影响较小$却能延缓染料阴离子与,OV\
B 的结合$起缓染作用!

在羊毛等电点以上染色时$羊毛带负电荷$酸性染料阴离子从染液向纤维表面靠拢时$受到静电

斥力的作用$所以这时染料上染的原理与强酸性染料不同! 当染色时染料阴离子通过热运动靠

近纤维时$范德华力和氢键发生作用$克服静电斥力而使染料被纤维吸附!

弱酸性染料染色的饱和值$超过纤维中按氨基含量计算的饱和值! 说明此时染料除了离子

键外$还通过范德华力和氢键与纤维结合!

在染浴中加入中性电解质$会使纤维上染时受到的静电斥力下降$提高上染速率和上染百

分率!

增加染液中酸的用量$会使纤维中,OV\
B 增加$纤维所带的负电荷减少$上染速率和上染百

分率提高!

在染浴中加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起缓染作用!

&%酸性染料中性染色#中性染色的酸性染料在中性或近中性的条件下染羊毛时$纤维带

有较多的负电荷$染料阴离子必须克服较大的静电斥力才能上染纤维! 此时酸性染料上染羊毛

的情况与直接上染纤维素纤维相似$染料靠范德华力和氢键上染纤维$并以此两种力固着在纤

维中! 在染液中加入中性电解质起促染作用$能提高上染速率和上染百分率$在染液中加入酸$

显然也能提高上染速率和上染百分率!

!二"酸性染料对羊毛的染色工艺

!%强酸性染料的染色工艺#染液一般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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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对染物重&

元明粉 #$R C@$R%对染物重&
LDR硫酸 @R CAR%对染物重&

2VH@ CA$浴比 #i@$ C#iB$!

染色工艺过程+染物于 B$ C’$S入染$以每 # C#J’%)/ 升温 #S的速率升温至沸$再沸染

A’ CF’%)/$然后水洗烘干!

元明粉起缓染作用$并有利于移染! 染浅色时$用量应高些! 染液中加入阴离子型或非离

子型表面活性剂$均有缓染作用$并有利于匀染! 染浅色时$硫酸的用量可少些$使上染速率较

低$有利于匀染$染深色时$硫酸用量应高些$以获得较高的上染百分率!

强酸性染料上染羊毛的始染温度一般宜 B$S入染$并采用缓慢升温以控制上染速率! 沸

染的时间影响染料的扩散’透染性’上染百分率’移染及匀染性! 如果沸染时间太短$透染性差$

则不能通过移染而匀染$会影响染色牢度*沸染时间太长$有些染料得色浅’萎暗$并且织物易发

毛$毛线易毡并! 一般染深色时$沸染时间宜长些!
$%弱酸性染料的染色工艺#染液一般处方+

染料!!!!!!!!!!!!!!!!!!!+%对染物重&

扩散剂’渗透剂 $J@R C$J’R%对染物重&
%如平平加 W’拉开粉 hY等&
LDR醋酸 $J’R C@R%对染物重&

2V值 HA CE$浴比 #i@$ C#iA$!

染色工艺过程+染物于 ’$ CE$S入染$以每 #J’%)/ 升温 #S的速率升温至 F$S$再以每@ C
A%)/ 升温 #S的速率升温至沸! 再沸染 A’ CF’%)/$然后水洗!

扩散剂’渗透剂有利于纤维的润湿’膨化及染料扩散$并有缓染和匀染作用! 醋酸用来调节

2V值! 2V值根据染料的性能及颜色深浅决定! 匀染性差的染料$2V值适当高些$也可用硫酸

铵代替部分醋酸$或分两次加入醋酸! 匀染性较好的染料$染液 2V值应低些! 染液中是否加

中性电解质可按具体情况决定$例如在 2V值为 ’ 以上染深色时$可加 #$R C#’R%对染物重&

元明粉促染$但元明粉应在染色一段时间后加入!

弱酸性染料在 E$S以下时上染羊毛的速率很低$对匀染性的影响较小$始染温度可比强酸

性染料染色时高$一般为 ’$S! 弱酸性染料的移染性低$在染色初期造成的上染不匀不容易通

过移染而获得匀染$因此升温速率宜慢些! 沸染时间也根据颜色深浅而定$颜色深的沸染时间

要长!
&%中性染色的酸性染料的染色工艺#染液处方举例+

染料 +%对染物重&

结晶元明粉 #$R C#’R%对染物重&

硫酸铵 #R C@R%对染物重&

或醋酸铵 @R CAR%对染物重&
2VHE CF$浴比 #i@$ 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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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工艺过程与弱酸性染料相同!

元明粉起促染作用$在染色一段时间后加入! 硫酸铵在染液中水解$使染液带微酸性$在温

度较高时$氨挥发逸出$染液 2V值逐渐降低$有利于获得匀染和较高的上染百分率!

在近中性条件下染色时$羊毛具有一定的还原能力$对还原作用较敏感的染料$在染液中可

加入少量的氧化剂$如重铬酸钠 $J@’R C$J’$R$但用量不宜太高$最后染色温度不宜超

过 L’S!
!三"酸性染料对蚕丝的染色原理及工艺

##F&#D$

与羊毛相似$蚕丝分子中既含有氨基$又含有羧基$属于两性纤维! 丝朊中氨基的含量为

$J#@ C$J@$%3-I5:纤维$比羊毛氨基含量低! 丝朊等电点的 2V值为 BJ’ C’J@!

酸性染料是蚕丝染色的主要染料$丝朊对酸的稳定性比羊毛低$在强酸性条件下染色时$蚕

丝的光泽’手感’强力都受到影响$因此强酸性染料在蚕丝染色中应用很少$大都用弱酸性染料

染色!

弱酸性染料染蚕丝时$染液 2V值一般控制在 A C’J’$常用醋酸调节! 染料阴离子依靠范

德华力和氢键上染纤维$在纤维中与,OV\
B 生成离子键结合$也以范德华力和氢键固着在纤

维上!

中性染料染蚕丝时$染液 2V值一般控制在 E CF$用醋酸铵控制! 染料阴离子与蚕丝纤维

间最终以氢键’范德华力相结合!

染液处方+

弱酸性染料或中性染料!!!!!!!+%对染物重&

匀染剂 $J$’ C$J@’:I]

元明粉 $ C#$R%对染物重&

或冰醋酸 $JAR C$J’R%对染物重&

染色温度为 L$ CL’S!

蚕丝绸染色既要求有良好的鲜艳度$也应兼有较高的染色牢度!

影响弱酸性染料蚕丝织物染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对于印染工作者来说$要根据来样色泽

和织物组织规格合理选择染料及加工设备$认真研究染料的各种染色性能$制定合理的染色工

艺! 影响产品质量的工艺因素如下!
!%染液 HI值#蛋白质纤维在酸性介质中能抑制羧基电离或增加正电荷! 酸性越强$纤

维上带正电荷的染座越多$酸性染料的上染就越快’越多! 因此$酸在染色过程中起促染作

用! 为了提高染料的上染百分率$并控制一定的染色速率$达到均匀染色的目的$生产上应根

据酸性染料的结构%包括染料分子大小’形态和生成氢键基团’磺酸基团的多少等&$或者说按

照染料亲和力的大小$分别采用不同的染色 2V值! 如分子较简单的弱酸性染料卡普仑桃红

h[ 等$一般可用冰醋酸调节染液 2V值在 A C’J’ 左右! 但冰醋酸不宜在染色开始时加入$否

则也会因上染快产生染色不匀! 而对于分子结构较大’扩散性能较差的弱酸性染料$最好在

中性浴染色!
$%电解质#对于在弱酸浴或中性浴染色的酸性染料来说$食盐起促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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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弱酸性染料由于分子结构相对比较复杂$聚集程度较大! 升高温度可降低染料

在水溶液中的聚集度$还可以增加染料分子在染浴中以及在纤维上的动能$提高染色速率$增加

上染百分率! 此外$纤维在高温染浴中可以获得充分的膨化$便于染料分子进入纤维内部$使染

色更加匀透! 所以温度对染色质量的影响是很大的! 若染色温度或升温过程控制不好$则容易

产生色差’色花等染色疵病! 由于蚕丝绸长时间沸染后容易引起灰伤$光泽变暗$所以染色时$

一般宜采用 L’S左右的温度$时间为 #7 左右!
’%坯绸质量#坯绸质量是指坯绸前处理质量$它对色泽鲜艳度和匀染效果的影响也不可

忽视! 俗话说$染整加工$坯绸是基础$工艺是关键! 对于蚕丝绸的前处理$首先要求脱胶程度

均匀一致! 若脱胶不匀或不充分$则易产生染色不匀$而且染色绸的手感’光泽也差! 为了克服

蚕丝染色绸的灰伤疵病$除了注意选择设备和工艺操作外$还应控制染色坯绸的练减率为 @#R

左右$稍低于练白绸%@BR左右&! 因为在高温染色时$坯绸中的丝胶还可以进一步脱除$倘若

坯绸精练过度$染色时就更容易造成擦伤’茸毛等疵病!
(%水质#一般来说$水的硬度对酸性染料的染色可以带来三方面的影响! 酸性染料遇硬

水中 U.@ \’Q:@ \
等重金属离子$便生成难溶性的染料钙盐或镁盐$染色时不仅浪费染化料$而且

容易造成色斑色块$引起色泽萎暗! 对于一些分子结构比较大的弱酸性染料$如普拉黄 b等$

当水质硬度在 #$$%:I]时$便有沉淀析出! 硬度越高$析出的沉淀越多$结果使染色绸得色降

低$色泽变淡而萎暗$以至影响染色的正常进行! 硬水使染料沉淀析出$这是第一方面的影响!

事实上$硬水中 U.@ \’Q:@ \
对染料还存在促染作用! 当水质硬度小于 #$$%:I]%实际生产用水

大多小于 #$$%:I]&时$硬水的主要作用便是促使染料有较高的上染! 如卡普仑桃红染色时$水

质硬度高时得色浓$硬度低得色淡! 所以水质不稳定$用水硬度忽高忽低$则染色绸批与批之间

极易产生色差! 硬水中的 U.@ \’Q:@ \
等离子的促染效果比电解质中的 O.\

还要显著$不过促染

过快$特别对浅淡色很容易产生色花! 所以$染色用水的硬度以控制在 #$%:I]以下为宜! 其

次$水的硬度不同往往也是造成染液 2V值不稳定的因素$硬度高的染液$高温沸染时其 2V值

会有显著提高$这对于染色也是一种不利因素!

二!酸性媒染染料和酸性含媒染料染色
"#E#

有许多染料对植物或动物纤维并不具有亲和力$因此不能获得坚牢的颜色$但可用一些方

法使它与某些金属盐形成络合物坚牢地固着在纤维上$这样的染料叫媒染染料或媒介染料! 使

用的金属盐称为媒染剂! 不同的金属盐$可得到不同的颜色$这就是媒染染料的多色性! 天然

的植物染料大多是媒染染料!

酸性媒染染料含有磺酸基’羧基等水溶性基团$是一类能与某些金属离子生成稳定络合物

的酸性染料! 酸性媒染染料既是酸性染料$又具有媒染染料的基本结构和性质$能像酸性染料

那样上染羊毛!

酸性媒染染料染色时若未用媒染剂处理$湿处理牢度很差! 经媒染剂处理后$在染料’纤

维’金属离子之间生成络合物$才使染物具有良好的湿处理牢度! 常用的媒染剂是重铬酸钾或

重铬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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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媒染染料色谱较全$价格便宜$耐晒牢度和湿处理牢度都很高$耐缩绒和煮呢的性能也

较好$匀染性好$是羊毛染色的重要染料$常用于羊毛的中’深色染色$在散毛’毛条和匹染染色

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但染色时工艺较复杂$染色时间较长$颜色不及酸性染料鲜艳$常排放出较

多的含铬废水!

染色方法有预媒染法’后媒染法及同浴媒染法三种! 预媒染法是羊毛先用媒染剂处理$

然后用酸性媒染染料染色! 后媒染法是羊毛先用酸性媒染染料染色$再用媒染剂处理! 同浴

媒染法是将染料和媒染剂放在同一浴中$染色和媒染同时进行! 实际生产中最常用的是后媒

染法!

酸性媒染染料的染色需经染色和媒染两个步骤来完成$所以工艺较繁复! 为了应用方便$

可事先把某些金属离子以配位键形式引入酸性染料母体中$成为金属络合染料$称为酸性含媒

染料$一般分成 #i# 型和 #i@ 型两种! 前者要在强酸性条件下染色$称为酸性络合染料! 后者

在弱酸性或近中性条件下染色$称为中性络合染料$简称中性染料!

酸性络合染料易溶于水$颜色较鲜艳$耐晒牢度一般为 ’ CE 级$有的可达 F 级! 湿处理牢

度大部分优于酸性染料而稍低于酸性媒染染料$对羊毛的亲和力较高$上染速率快$移染性较

低$匀染性较差$染物经煮呢’蒸呢后色光变化较大!

中性染料分子体积较大$在水中溶解度较低$在染液中电离成染料阴离子$与纤维分子间生

成氢键$并有较大的范德华力!

中性染料染毛织物$各种染色牢度较高$中’浅色耐晒牢度也较好$染物经煮呢’蒸呢后色光

变化较小$各染料之间的扩散性能的差异较小$但颜色鲜艳度不及酸性络合染料$匀染性’遮盖

性也较差!

!一"酸性媒染染料染色

!%酸性媒染染料对羊毛的染色原理#预媒染法染色时$羊毛先用媒染剂处理$然后在酸性

溶液中用酸性媒染染料染色!

用重铬酸钾或重铬酸钠作媒染剂时$重铬酸根离子和铬酸根离子有如下的平衡+

U,@W
@ 8
F \V@ %&W @U,W@ 8

A \@V\

溶液的 2V值降低$重铬酸根离子增加*2V值升高$铬酸根离子增加!

当 2VHB CA 时$羊毛带正电$纤维中,OV\
B 含量较高$所以 U,@W

@ 8
F 及 VU,W8

A 很容易被吸

附$并与,OV\
B 成离子键结合! U,@W

@ 8
A 及 VU,W8

A 是相当强的氧化剂$可以氧化羊毛中胱氨酸基

和蛋氨酸基中的二硫键$或酪氨酸基中的羟基$本身被还原成 U,B \! 总的反应可写成下式+

U,@W
@ 8
F \#AV\ )""\E+ @U,B \ \FV@W

在反应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 V\$所以溶液的 2V值会升高! 上述氧化反应在 E$S以下

时进行得很慢$温度升高$反应速度提高! 为了获得比较匀透的媒染效果$要缓慢升温$在溶

液中加还原性的有机酸$有利于 U,@W
@ 8
F 的还原$也有利于维持溶液的 2V值$并可减少羊毛的

损伤!

媒染处理后$必须将羊毛充分水洗$除去羊毛上残剩的重铬酸盐$防止羊毛进一步被氧化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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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然后用酸性媒染染料染色! 酸性媒染染料依靠与纤维之间的静电引力’范德华力和氢键上

染纤维$并与纤维上的 U,B \
发生络合! U,B \

与邻$邻o8二羟基偶氮染料形成 #i# 型和 #i@ 型两

种络合物! 一般认为 2V值较低时$主要生成 #i# 型络合物$在 2V值较高时$主要生成 #i@ 型

络合物! U,B \
与水杨酸衍生物类染料$理论上可形成 #i# 型’#i@ 型’#iB 型三种类型的络合物$

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形成 #i@ 型络合物!

总之$金属原子与酸性媒染染料络合物沉积在羊毛纤维上$与羊毛纤维的结合有以下几种

形式!
%#&羊毛纤维上离子化的氨基与染料分子中的磺酸基以离子键结合!
%@&铬离子%U,B \&与羊毛纤维上电离的羧基%,UWW8&络合!
%B&铬离子%U,B \&与羊毛纤维上未离子化的氨基形成配位键!
%A&羊毛纤维与染料之间的氢键’范德华力结合!

羊毛与铬及染料三者的结合情况如图 B 8#’ 所示!

羊毛

染料

染料
+NH3

Cr

SO3
-

- O3S

Cr

染料

C

O

O +NH3

SO3
-

H2O

羊毛

NH2

图 B 8#’!酸性媒染染料在羊毛上固着的示意图

染料与纤维的上述结合$使染物具有较高的染色牢度!

预媒染法染色时$染料上染纤维后即可与 U,B \
发生络合而难以扩散$因此透染性和匀染性

较差! 实际生产中已基本被淘汰!

后媒染法先用酸性媒染染料在弱酸性条件下%2V值为 A CE&染色$然后用媒染剂处理! 染

色时染料上染的原理与弱酸性染料染色时相同$染料在纤维中比较容易扩散$透染性和匀染性

比预媒染法好! 媒染剂处理一般也在弱酸性浴中进行$U,@W
@ 8
F ’VU,W8

A 等被羊毛吸附$被还原成

U,B \
后即与染料发生络合!

同浴媒染法一般在近中性的条件下染色$染料的上染’U,@W
@ 8
F 的吸附及还原$染料与 U,B \

的

络合这些过程在染色阶段先后完成!

@J酸性媒染染料对羊毛的染色工艺

%#&后媒染法染色! 工艺过程+染色)在染液中加入媒染剂$媒染处理)水洗!

%染色!

染液处方+

酸性媒染染料!!!!!!!!+%对染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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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R醋酸 #R CBR%对染物重&

或 LDR硫酸 $JBR C#R

元明粉 #$R C#’R%对染物重&

染色过程+A$ C’$S开始染色$’%)/ 后开始升温$在 A’ CL$%)/ 内缓慢升温至沸$沸染

B$ CE$%)/!

酸的用量可因染料性能而异$匀染性差的染料$用酸量宜较少*匀染性好而上染百分率低的

染料$用酸量宜多些! 深色时的用酸量也宜高些! 染色时应尽可能使染料充分上染$以提高染

料的利用率$并避免加入重铬酸盐后产生沉淀$造成色花!
%@&媒染剂处理! 将上述染液降温至 F$S左右$加入重铬酸钾$用量一般为染料量的#I@ C

#IB! 对氧化敏感的染料$重铬酸钾的用量为染料量的 #IA$但最少不得低于染物重的 $JAR$使

染液中保持一定的重铬酸钾浓度! 用量太少$影响络合$得色浅$染色牢度低! 但最多不得高于

染物重的 @J’R$否则损伤羊毛$染物手感粗糙! 某些染料也会被氧化破坏$影响色光! 加入重

铬酸钾后$在 @$ CB$%)/ 内升温至沸$沸处理 A’ CEL%)/$染后水洗!

后媒染法染色时染物的颜色要到媒染剂处理后才能确定$媒染剂处理前%即染色后&很难

判断染物的颜色是否符合要求$若媒染处理后染物的色泽不符合要求$复染时又需经染色和媒

染剂处理两个阶段$因此仿色较困难! 后媒染法较适用于深色品种的染色!
&%同浴媒染法染色#

染液处方+

同浴媒染染料 +%对染物重&

元明粉 #$R%对染物重&

同浴媒染剂 #R C’R%对染物重&

浴比 #i@$ C#iA$!

同浴媒染剂组成+d@U,@WFi%OVA&@[WA H#i@! 染液中还可加适量氨水$使 2V值在 E CDJ’!

染色过程+A$ C’$S开始染色$在 A$ C’$%)/ 内升温至沸$沸染 # C#J’7$水洗!

同浴媒染法的工艺较简单$染色时间短$羊毛的损伤少$仿色较容易$但适用的染料品种较

少! 染液 2V值较高$上染百分率较低$染深色时摩擦牢度较差!
!二"酸性含媒染料染色

#J酸性含媒染料对羊毛的染色原理

%#&酸性络合染料%酸性金属络合染料&! 酸性络合染料染羊毛$一般在强酸性条件下进

行$此时染液的 2V值在羊毛的等电点以下$羊毛带正电$在染液中染料以两性离子或阴离子形

式存在! 纤维与染料带负电部分或与染料阴离子间的静电引力$纤维与染料之间的范德华力和

氢键以及染料分子中的铬与纤维上的某些基团%如,OV@’,UWWV&发生络合$使染料很易被

纤维表面所吸附$初染率较高$一开始就容易造成染色不匀! 由于染料与纤维之间存在配价键

结合$因此染料在纤维中的扩散性较差!

酸性络合染料能以多种形式固着在纤维上+

%染料分子中的铬与纤维上的,OV@’,WV’,UWWV等发生络合$生成配价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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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分子中的磺酸基与纤维上的,OV\
B 生成离子键结合!

’染料与纤维之间的范德华力’氢键!

%@&中性染料! 中性染料染羊毛一般在 2V值为 E CF 的条件下进行$这时羊毛带负电$中

性染料在染液中成为阴离子$染料阴离子依靠范德华力和氢键被纤维吸附$由于染料分子体积

较大$在纤维中的扩散性能较差!

在染液中加入中性电解质起促染作用$在染液中加入酸或增加酸的用量$也起促染作用!

@J酸性含媒染料对羊毛的染色工艺

%#&酸性络合染料!

染液处方+

染料 +%对染物重&
LDR硫酸 ’R CFR%对染物重&

元明粉 #$R C#’R%对染物重&

2VH#J’ C@$浴比 #i@$!

染色过程+B’ CA$S开始染色$以每 # C#J’%)/ 升温 #S的速率升温至沸$沸染 E$ CL$%)/$

逐步降温清洗至 2V值为 A C’$再加碱中和处理!

硫酸的用量以调节 2V值为 #J’ C@J$ 为准$2V值是获得较高的上染百分率和较好匀染的

关键因素$必须很好控制! 元明粉起缓染和匀染作用$对于染料分子中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磺酸

基的染料作用较大$对于分子中只含一个磺酸基的染料作用较小!

若染液中加 #J’R C@R平平加 W$则硫酸用量可降至 AR CAJ’R%对染物重&$控制 2V值

为 @J@ C@JA$以后中和时可适当降低中和剂的用量!

酸性络合染料初染速率高$所以始染温度宜低$升温速率要慢$沸染时间要长些$以获得较

好的匀染$否则易造成色花等疵病!

中和处理前染物一般先冲洗到 2V值为 A C’$中和后洗液 2V值为 E CF! 中和时的用碱量

应根据 2V值作调整! 中和后若染物 2V值过低$以后蒸呢时用的包布易脆损$长期贮存时$羊

毛会损伤!

%@&中性染料!

染液处方+

染料 +%对染物重&

硫酸铵 #R CBR%对染物重&

或醋酸铵 @R C’R%对染物重&

非离子型匀染剂 $JBR C$J’R%对染物重&

2VHE CF$浴比 #i@$ C#iA$!

染色过程+A$ C’$S开始染色$在 A’ CF$%)/ 内升温至沸$沸染 B$ CE$%)/$逐步降温清洗!

羊毛在中性染液中长时间沸染易受损伤$所以调节染液 2V值至 E CF 较好!

若在染液中加少量醋酸$得色较鲜艳$并有促染作用$加入中性电解质一般也有促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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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合成纤维染色

一!分散染料染色
"!)&*##

分散染料是一类分子结构较简单$几乎不溶于水的非离子型染料$染色时依靠分散剂的作

用以微小颗粒状均匀地分散在染液中$所以称分散染料! 主要用于聚酯等合成纤维的染色和

印花!

分散染料的应用分类各厂都有一套分类标准$通常以染料的尾注字母来表示! 如瑞士山德

士公司的产品$按染料升华牢度的高低分为 g’[g’[ 三类!

g类+表示染料匀染性好而升华牢度差! 低温型$适合于吸尽法染色!

[ 类+表示染料匀染性差而升华牢度好! 高温型$适合于热熔法染色!

[g类+表示染料性能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中温型!

又如英国卜内门公司生产的分散染料分为以下五类+

c类+升华牢度低$主要用于醋酯纤维和聚酰胺纤维织物的染色$或用于聚酯纤维的转移

印花!

h类+升华牢度不高$适用于各类合成纤维的染色$特别适合于载体染色!

U类+升华牢度较高$可在 #@’ C#A$S条件下染色!

M类+升华牢度较高$适合于热熔染色$但匀染性差!

P类+适合于印花!

国产分散染料按照升华牢度的高低通常分为高温型%[’V&’中温型%[g&和低温型三类!

!一"分散染料的染色性能

!%溶解性#分散染料分子不含磺酸基’羧酸基等水溶性基团$因而难溶于水$在水中不电

离$是非离子型染料! 另一方面$在分散染料分子中含有一些极性基团$如羟基’氨基’取代氨

基’取代羟基’偶氮基等! 由于这些极性基团的存在$染料仍能以微量的单分子状态分散在水

中$从而有利于上染纤维!

分散染料的溶解度随染液温度的升高而提高$在超过 #$$S时作用更明显! 但商品染料中

通常加有较多可使染料增溶的分散剂$若调制染液时温度过高$反而会使染料凝结成块$所以实

际生产中调制染液时的温度一般不宜超过 A’S!

$%分散染料染液的稳定性#分散染料的染液是悬浮液$其稳定性的高低与染色质量有很

大关系! 在染液中若染料颗粒容易相互碰撞而凝聚成大的颗粒$或容易沉降$染色时则易造成

染色不匀$甚至产生色点!

分散染液的稳定性与多种因素有关! 染料颗粒越大$在染液中越易沉降! 为了制备稳定的

分散染液$要求染料颗粒的直径小于 @!%$而且颗粒大小均匀! 染料颗粒直径若超过 ’!%$染

色时易产生色点! 但颗粒太小也是不必要的$若颗粒直径小于 $J’!%$增加了不稳定性$在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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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染色时容易产生染色不匀!

分散染液的稳定性与所用的分散剂有很大的关系! 分散剂被吸附在染料颗粒的表面$提高

了分散染液的稳定性! 因此$选择合适的分散剂和染料匹配$常常是获得高稳定性的关键!

当温度升高$会降低分散剂对染料的吸附$使染料颗粒之间碰撞’凝聚的机会增加! 另一方

面$温度升高$使小颗粒的溶解度和大颗粒的增长速率提高$这些都会使分散染液的稳定性降

低$因此配制好的染料溶液温度宜低$在染色前应避免长时间加热染液! 用于高温高压染色的

染液$不但要求在低温时稳定$还要求在高温时稳定!

此外$染液中染料浓度高$循环速度快$升温速率也快$一般会使分散染液的稳定性降低!

染液中存在钙’镁离子及中性盐类$也会使分散染液稳定性降低!
&%分散染料的稳定性#分散染料在某些条件下结构会发生变化$使染料的水溶性’色光’

上染性能’染色牢度等都发生变化! 可能的原因是+
%#&染料分子中某些基团的水解! 例如$分子中含有酯基’酰氨基’氰基的染料在高温碱性

条件下易发生水解+

,UV@UV@WUWUVB \V@W
WV8

)""
4

,UV@UV@WV\UVBUWWV

,OVUWUVB \V@W
WV8

)""
4

,OV@ \UVBUWWV

,UO\V@W
WV8

)""
4

,UWWV\OVB5

在常用的分散染料中$分散蓝 Vj]’福隆深蓝 [,@j]’红玉 [g,jl]$容易发生上述情况!
%@&染料分子中某些基团被还原! 染料分子中的硝基容易被还原+

,OW@ \E(V )"") ,OV@ \V@W

偶氮类分散染料在还原剂作用下会发生分解+
"" (( ""O O \A(V )"") OV"" @ \ OV"" @

在高温碱性条件下$纤维素纤维有一定的还原性$因此如果在高温碱性下用分散染料染涤

棉或涤粘混纺织物$就可能会发生这些情况$所以常在染液中添加一定量缓和的氧化剂$如间硝

基苯磺酸钠来减弱这一影响!
%B&染料分子中羟基的离子化! 染料分子中如果含有羟基$在碱性条件下$羟基能发生离

子化$使染料的水溶性增加$上染百分率降低!
%A&染料分子中氨基的离子化! 在 2V值较低时$染料分子中的氨基会发生离子化$使染料

的上染性能和色光等发生变化!

因此$分散染料染色时$染液的 2V值控制在弱酸性范围%如 2V值为 ’ CE 或 AJ’ C’J’&较

为适宜$此时染物颜色较鲜艳$上染百分率较高!
!二"染色原理与方法

分散染料按常规方法在 L$ C#$$S染色 #7$染料上染速率很低$纤维得色很浅! 要提高涤

纶的上染率$通常有三种方法+在 #$$S条件下加有载体的载体染色法*提高到 #@$ C#B$S高温

高压染色法*@$$S左右干热条件下的热熔染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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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压法$JBGJ"N@AH@C0NKC@"JBGJ"HC@??KC@/O@BFG HC.D@??%#高温高压法是涤纶

%尤其是纯涤纶&纺织物的一种主要的染色方法! 散纤维’毛条’纱可以在高温高压染纱机中进

行$纱也可用高温高压筒子纱染色机染色$涤纶针织物可以在溢流染色机或喷射染色机中染色$

而涤纶机织物则可用高温高压卷染机染色!

高温高压法染物得色鲜艳’匀透$可染制浓色$织物手感柔软$适用的染料品种比较广$染料

利用率较高$但它是间歇生产$生产效率较低$需要压力染色设备!

不管纤维的形态及其所用染色机械是否相同$高温高压染色的共同特点是涤纶在 #$$S以

上$通常是在 #B$S左右的温度下进行染色!

分散染料的悬浮液中$有少量分散染料溶解成为单分子$因此在染料的悬浮液中存在着大

小不同的染料颗粒和染料单分子$染料溶液呈饱和状态! 染色时$染料分子到达纤维表面$被纤

维表面所吸附$并在高温下向纤维内部扩散$随着染液中染料单分子被吸附$染液中的染料颗粒

不断溶解$分散剂胶束中的染料也不断释放出来$不断提供单分子染料$再吸附’扩散$直至完成

染色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简单地表示如下%图 B 8#E&!

染料颗粒 染料单分子 胶束中的染料

纤维上染料

图 B 8#E!分散染料染色过程

分散染料之所以能从溶液中上染纤维$是由于染料和纤维之间存在引力$主要是范德华力’

氢键!

提高扩散速率的最常用和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染色温度! 温度高$染料分子的动能大$纤

维无定形区内分子链段运动较剧烈$微隙增大和形成的机会增加! 此外$温度高时$水对纤维的

增塑膨化作用也增加!

溢流染色机染色举例如下!

染液处方+

分散染料 +

高温匀染剂 $J’ C#:I]

用醋酸调节 2V值 ’ CE

’’ CE$S起染$B$%)/ 升温至 #B$S$染 A$ CE$%)/$水洗$皂洗$水洗$必要时在染色后要进

一步还原清洗!

所选用的分散染料必须具有较高的分散稳定性和较好的移染性$染色工艺条件如 2V值’

升温速率等变化时$对上染百分率和色光的影响较小!

用于高温高压染色的助剂主要有两类+分散剂和高温匀染剂! 分散剂在染色过程中起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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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商品分散染料中一般都加有大量的分散剂$如果染料本身的扩散性能较好$染料浓度又比

较高$则染液内一般不需再另加分散剂$如染料扩散性差或染料用量又较少$则在染液中必须另

加分散剂$以便保持分散剂必要的浓度! 分散剂用量必须适当$过多会降低染料上染量或产生

焦油状物*用量过少$则分散液稳定性差! 常用的分散剂是磺酸盐类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如分

散剂 OOW’胰加漂 K$它们的扩散效果好$在高温时比较稳定$对得色量的影响小! 高温匀染剂

在染色中起匀染作用$它由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两部分组成! 其中阴离

子型表面活性剂起缓染作用$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起移染作用! 高温匀染剂选择是否恰当$对

染色质量影响很大!

某些分散染料在高温及碱性条件下会分解破坏或发生离子化$涤纶在高温碱性条件下也容

易受损伤! 分散染料中所含的分散剂在弱酸性染液中扩散性较好$如酸性过强$也会影响染料

的色光和上染百分率$因此高温高压染色时$一般控制染液在弱酸性范围内$2V值为 ’ CE%或

在 AJ’ C’J’&之间$用酸或强酸弱碱盐调节! 常用的是醋酸或磷酸二氢铵等$冰醋酸用量为

$J’%]I]左右$磷酸二氢铵用量为 # C@:I]! 它们的效果比硫酸’氯化铵’硫酸铵等好! 如果不

控制染液的 2V值$在中性条件下染色$则得色较萎暗$且由于 2V值不稳定$容易造成色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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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F!分散染料染涤纶时的升温上染

曲线示意图

F$S入染$升温 #SI%)/

染色时$始染温度不宜太高$升温速率不宜太

快$否则易造成染色不匀! 升温速率太慢$总的染

色时间长$生产效率低! 分散染料高温高压法染

涤纶$升温上染速率曲线如图 B 8#F 所示$温度在

!#以下时$上染速率过低! 染色温度在 !#’!@ 之间

时$上染速率快$此时$若温度有差异$极易造成染

色不匀$这是控制匀染的关键阶段$称为控温区!

在这一温度范围内$升温速率要控制得慢一些!

当染色温度逐渐升到 !@ 以上时$染料已大部分上

染$上染速率也较低$这时升温速率可快些!

高 温 高 压 染 色 法 的 最 后 染 色 温 度 一 般 以

#B$S左右比较适宜$此时上染百分率较高$得色较鲜艳$而且大多数染料之间的上染百分率的

差别较小! 若温度太低会降低上染百分率*温度太高$对设备的耐压要求较高!

在升温到达 #B$S以后的保温染色时间一般为 B$ CA$%)/$对扩散速率快的染料或染浅色

时染色时间可以短些!
$%热熔法$NJ@CA.?.1/O@BFG HC.D@??%#热熔染色是连续生产$生产效率高$适宜于大批量

生产$能染浅’中色$染料利用率比高温高压法染色低$特别是染深浓色时$对染料的升华牢度要

求较高! 染色时织物所受张力较大$热熔染色主要用于涤纶机织物的染色$是目前分散染料染

纯涤和涤棉混纺织物的主要方法!

热熔染色是用浸轧的方法使染料附着在纤维表面$烘干后热熔时$由于温度高$纤维无定形

区的分子链段运动剧烈$形成较多较大的瞬时孔隙*染料颗粒解聚或发生升华形成染料单分子

而被纤维吸附$并能迅速向纤维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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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熔时$没有水的增塑溶胀作用$并且热熔时间较短$所以热熔温度比高温高压染色温度

高$约在 #F$ C@@$S之间!

热熔染色法工艺举例如下!

染液处方+

分散染料 +

抗泳移剂 ,

润湿剂 $ C#:I]

用醋酸或磷酸二氢铵调节 2V值至 ’ CE!

工艺流程及条件+浸轧)预烘)热熔%#D$ C@#’S$# C@%)/&)后处理!

用热熔法染色拼色时所用染料的升华牢度要接近$染液内一般可加入抗泳移剂$但必须不

影响染液的稳定性! 染液内一般可不加或加很少量的润湿剂$否则会影响色泽鲜艳度和得色

量! 轧染液 2V值一般控制在 ’ CE 时$色光鲜艳*2V值高$色淡而萎暗*2V值过低得色也较淡!

可用醋酸或磷酸二氢铵调节 2V值!

分散染料热熔染色时$最好使用均匀轧车$轧余率宜保持在 E’R左右$轧液温度以室温

为宜!

烘干时主要应防止染料的泳移$一般采用红外线预烘$再热风或烘筒烘干! 也可红外线’热

风和烘筒联合使用! 为防止泳移$开始以无接触烘燥较适宜$在织物烘干至一定程度后%含水

率在 @’R或 B$R以下&$再用接触烘燥或升高热风温度$以提高烘燥速率!

织物烘干后应立即进行热熔$以保持织物的热量$缩短升温时间$热熔时$分散染料扩散进

入纤维内部而固着! 热熔温度和时间$对于染料的扩散和固着起关键性的作用! 涤纶在 @E$S

熔融$同时有短链聚合物生成! 在 @BD C@A$S时涤纶软化$丧失全部机械性能! 在 @B’S纤维

发生消定向作用*而棉纤维在高于 @B$S温度下处理 @%)/$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会受到影响$并

可能发生分解! 所以$理论上热熔温度必须在 @@’S以下$热熔温度除与被染物的纤维性质有

关外$还应与染料的性能相适应$即不同的染料$要求不同的热熔温度! 有些染料耐热性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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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D!固色率与热熔温度的关系曲线

#,升华牢度高的染料!@,升华牢度中等的染料

B,升华牢度差的染料

好$升华牢度较高$热熔温度越高$一般得色越好! 升华牢度中等的染料$开始时随热熔温度的

提高$固色率增加$到一定温度以后$温度增加$固

色率不再增加$甚至可能下降! 升华牢度很差的染

料$热熔温度提高$固色率反而下降! 这三类染料

的固色率与热熔温度的关系大致如图 B 8#D 所示!
&%载体法$D0CCB@C/O@BFG HC.D@??%#在染液中

加入一些称为载体或携染剂的助剂$使分散染料在

温度为 #$$S左右就能较好地上染涤纶$可以采用

常用设备在常压下进行染色! 载体大多是一些简

单的芳香族化合物! 关于载体作用的解释有多种$

可归纳如下+载体对纤维有较大的亲和力$染液内

的载体很快地被纤维表面吸附$在纤维表面形成一



染整概论

!’+""

载体层$并不断扩散到纤维中$载体分子与纤维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减弱了纤维分子之间的引力$

使纤维的玻璃化温度降低! 载体进入纤维时引起纤维增塑溶胀$同时$分散染料较易溶解于载

体$吸附在纤维表面的载体层可溶解较多的染料$使纤维表面的染料单分子浓度增加$提高了纤

维表面和内部的染料浓度差$因此促进染料扩散! 载体和染料相互作用形成复合物$此复合物

比染料本身的溶解度高!

在染液中加入载体$可提高染料在纤维内的扩散系数$并随载体浓度提高而提高! 对载体

的要求是价格低$使用方便$没有毒性$染色效果好$不引起纤维脆化$染后容易从纤维上洗除$

不影响染色牢度等! 但目前还没有能完全满足上述要求的产品!

二!阳离子染料染色
"@##

阳离子染料是一种色泽十分浓艳的水溶性染料$在溶液中能电离生成色素阳离子$因此称

为阳离子染料$是含酸性基团的腈纶染色的专用染料!

腈纶是聚丙烯腈纤维的简称$是含 D’R以上的丙烯腈共聚物的纤维$丙烯腈的含量如果在

B’R CD’R之间$则称为变性或改性聚丙烯腈纤维!

按照第三单体所含基团的类型$腈纶大致可分为三类+含酸性基团的腈纶’含碱性基团的腈

纶和不含第三单体的腈纶! 国产的腈纶用丙烯酸甲酯作第二单体$用衣康酸钠或丙烯磺酸钠作

第三单体$因此是含酸性基团%,UWWV或,[WBV&的腈纶!

腈纶的染色性能与所用第二’第三单体$特别是第三单体的种类和用量有很大的关系! 第

二单体的含量高$纤维结构松弛$染料容易扩散进入纤维! 如果第三单体含羧基’磺酸基等酸性

基团$则可与阳离子染料结合$即纤维可用阳离子染料染色! 如果第三单体含吡啶’氨基等碱性

基团$则可与阴离子染料结合$即纤维可用酸性染料染色!

对于含酸性基团的腈纶$纤维中的酸性基团是阳离子染料的固着点! 纤维内酸性基团的含

量高$染料的上染速率高$染色饱和值也高!

阳离子染料的品种较多$根据配伍值 4的大小$通常分为普通型%4H#J’ C@J’&’Y型%4H
@J’ CBJ’&’Q型%4HB CA&和分散型四类!

由于早期开发的普通型’Y型阳离子染料对腈纶的亲和力高$容易造成染色不匀! 近年来

开发的迁移性阳离子染料$即 Q型$其相对分子质量较小$对腈纶亲和力低$扩散速率高$在沸

染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迁移性! 对于解决某些容易色花的难染色泽如咖啡色’豆沙色’浅棕色’红

棕色等具有特殊的意义!

为了解决腈纶与其他纤维混纺织物的一浴法染色$近年来又研制了分散型阳离子染料! 分

散型阳离子染料是将阳离子染料与阴离子物质反应$使阳离子染料的阳离子基团封闭$得到不

溶于水的分散型液状染料!
!一"阳离子染料的染色性能和原理

!%阳离子染料的一般性能#阳离子染料在弱酸性介质中一般比较稳定$溶解度较好$若溶

液的 2V值过高$尤其在碱性条件下$容易发生色光变化$甚至分解沉淀! 例如阳离子桃红 lj’

阳离子黄 Bj]’橄榄绿 h]’艳蓝 b]等在 2V值大于 E 时即开始变色$以至沉淀和破坏! 2V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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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也往往会引起染料色光的变化和分解! 因此阳离子染色时$一般用热的稀醋酸溶液溶解$2V

值一般控制在 A C’!

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色泽鲜艳$上染百分率高$给色量好$湿处理牢度和耐晒牢度均较

高$但匀染性能较差$尤其是在染浅色时!
$%阳离子染料对腈纶的染色机理#由于酸性基团的存在$在染浴中$腈纶表面带有负电

荷! 而阳离子染料在染浴中形成染料阳离子$并在染液中扩散$由于库仑引力使染料被纤维表

面吸附$随着染料的上染$纤维表面所带的负电荷逐渐减少$染料的吸附速率也随之减慢! 当纤

维表面的负电荷为零时$染料的上染仍可继续进行$但其动力则主要依靠氢键和范德华力$直到

纤维表面所带的正电荷与染料阳离子之间的电荷斥力大于染料与纤维之间的氢键和范德华力

时$染料便停止上染! 此后随着染浴温度的升高$至腈纶的玻璃态转化温度%!:&时$染料阳离

子开始从纤维表面向纤维内扩散$纤维表面继续吸附染料$最后染料阳离子和纤维上的酸性基

团%即阴离子位置&结合成盐而固着!

在腈纶用阳离子染料的染色中$关于饱和值可分为纤维的饱和值’染料的饱和值%又称染

料在纤维上的饱和浓度&两种!

腈纶的饱和值是指某腈纶用指定的标准染料%一般用相对分子质量为 A$$ 的纯孔雀绿&$

在 #$$S$2VHAJ’ T$J@$浴比 #i#$$$回流染色 A7$上染百分率为 L$R CL’R时$纤维上的染料

质量对纤维质量的百分数! 不同的腈纶%分子中有不同种类的酸性基团或含量不同&$其纤维

饱和值也不相同$但对某一特定的腈纶$其饱和值是一个常数!

染料的饱和值是指商品阳离子染料在上述规定条件下$在某一种腈纶上的染色饱和值$染

料的饱和值对某一阳离子染料,腈纶系统是一个常数!

将纤维的饱和值除以染料的饱和值$所得的商称为染料的饱和系数$是指不同染料对标准

染料在同一纤维上的饱和值的相互关系! 如果用 5(代表某腈纶的饱和值$5M代表某阳离子染料

在该纤维上的饱和值$ 6代表染料的饱和系数$则+
5(

5M
H6

饱和系数对某一阳离子染料是一个常数! 根据染料的饱和系数和纤维的饱和值$即可算出

该染料在该腈纶上的饱和值!

纤维的饱和值和染料的饱和值是衡量腈纶的染色性能和制定合理染色工艺的重要参数之

一! 饱和值低的腈纶$难于染得深色! 染色时$所用染料量不能超过此染料在该纤维上的饱和

值$否则会造成浪费并影响染色牢度! 拼色时$所用各染料的总和不应超过纤维的饱和值!
&%匀染性#在腈纶的玻璃化温度以下染色时$染料的上染速率很慢*在高于玻璃化温度

时$染料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上染纤维! 但高亲和力也使阳离子染料在纤维中的扩散性和移染

性变差! 初染时造成的上染不匀在以后的染色过程中较难克服!

要获得均匀的染色$必须注意控制染色速率! 控制染色速率的方法有温度控制’2V值控制

和在染液中加上中性电解质’缓染剂等! 实际的经验表明$使用某种类型的缓染剂$加上温度等

控制$常常是获得匀染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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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控制! 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时$在 F’S以下上染很少$在染色温度达到纤维的

玻璃化温度%F’ CD’S&时$上染速率开始增大$而在 L$S以上时$上染速率几乎呈直线上升!

因此$在达到玻璃化温度以上时$升温必须缓慢$一般采用每 # CA%)/ 升温 #S的方法$称为缓

慢升温法! 另一种方法是恒温染色法$就是始终在 D’ CL’S的恒温条件下进行染色$待大部分

染料吸尽后再升温至 #$$S染色!
%@&2V值控制! 染浴 2V值下降$可以降低染料分子和纤维中酸性基团的离解$降低纤维

上阴离子基团的数量$因此染色速率低$2V值对上染速率的影响以含羧基的腈纶较显著$磺酸

基的电离受 2V值的影响则较小! 在染深色时$如果染浴的 2V值太低$纤维中电离的酸性基团

少$会引起上染百分率的降低!

通常染浅色时的用酸量比染深色时要高些$使 2V值低些$可获得较好的匀染! 染深色时

用酸量少些$使 2V值提高$以获得高的上染百分率! 酸实质上是缓染剂! 因此在染色时合理

控制 2V值是重要的!
%B&中性电解质的应用! 在染浴中加入食盐’硫酸钠’硫酸钾等中性电解质$它们的金属离

子 O.\’d\
等能与染料阳离子竞染$金属离子在染液中的扩散性和纤维中的扩散性高于染料阳

离子$优先被纤维吸附$夺占染座$然后逐渐被对纤维具有较大亲和力的染料阳离子所置换! 所

以电解质可起缓染作用!
%A&阳离子缓染剂的应用! 阳离子缓染剂是阳离子染料染腈纶时常用的缓染剂$它们是带

有正电荷的无色化合物$大多数是有长链烃基的季铵盐$在溶液中可以电离生成缓染剂阳离子!

例如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即缓染剂 #@@F&!

缓染剂阳离子是和染料阳离子具有相同电荷的离子$对腈纶有亲和力$染色时能和染料阳

离子竞染$从而降低染料阳离子的上染速率! 竞染作用的大小随缓染剂和染料的性质及用量而

不同! 在染色完成时$阳离子缓染剂在纤维中也占有一定的染色位置$因此阳离子缓染剂会降

低染料的上染百分率! 实际使用时$染料和缓染剂的总用量不宜超过纤维的饱和值$过高的缓

染剂用量将显著降低上染百分率$一般染浅色时$缓染剂可多加些$中色应少用$深浓色可不加!
%’&配伍性%相容性&! 腈纶用阳离子染料染色$在染料阳离子和纤维上的酸性基团之间形

成盐! 由于纤维中酸性基团的数目是有限的$染色时会出现染料之间对染座的竞争$在拼色时

可能会有不同的上染速率$因此染料的配伍性是很重要的性能! 配伍性表示拼色染色时$各染

料上染速率的一致程度!

如果拼色染色时$各染料的上染速率相等$上染纤维的各染料量的比例始终不变$即染色时

间增加$被染物的浓度增加$但色调在整个染色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那么这些染料在此应用条

件下被称为是可配伍的%或可相容的&! 对于可配伍的染料$每个染料在时间 -时上染纤维的量

&-和染色达到平衡时上染纤维的染料量 &p的比值是相等的! 即+
&-#

&p#
H
&-@

&p@
H..

如果上述比值不等$就称为不配伍%或不相容&! 用不配伍的染料拼色$各染料的上染速率

不等$在整个染色过程中$不仅颜色浓度方面的结果随时间而变化$而且色调也随时间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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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染料之间的配伍性能一般通过相互比较而得到$表示方法有 7值’分配系数和配伍

值等! 目前应用最广的是配伍值$符号是 4! 染料的配伍性能是染料对纤维亲和力和扩散性能

的综合效果! 一个亲和力大’扩散系数小的染料与一个亲和力小’扩散系数大的染料可能会具

有相同的上染速率!
!二"阳离子染料对腈纶的染色方法

腈纶染色的方式视半制品形式的不同而异$丝束’散纤维’纱线’毛条可以在散纤维’毛条和

纱线染色机上进行染色! 丝束还可以在连续轧染机上染色! 织物染色可以在绳状染色机’卷染

机’轧染机上进行!
!%浸染#腈纶纯纺产品多数用浸染法染色!
%#&一般染色过程! 染浴通常含有染料’阳离子缓染剂’硫酸钠’醋酸’醋酸钠等! 阳离子

缓染剂和硫酸钠用来改善染料的匀染性能$醋酸和醋酸钠组成缓冲溶液$使染液保持在适当的

2V值范围内%通常在 AJ’ 左右&!

染料首先用规定醋酸量的一半搅匀$然后加入一定量的水调成浆状$再加沸水使染料溶解

而得到溶液$将剩下的一半醋酸和醋酸钠加入染浴$加入 $ C@$R%对染物重&的无水硫酸钠和

阳离子缓染剂$将染料溶液滤入染浴$搅匀$按选定的浴比从 ’$ CE$S开始染色$加热升温至

F$S以后$再以每分钟升温 #S左右的速率升温至沸$根据色泽和染物的形式沸染 $J’ C@7$缓

慢冷却%# C@SI%)/&至 ’$S$然后进行水洗等后处理!
%@&阳离子缓染剂! 目前常用的阳离子缓染剂有 #@@F 表面活性剂和 #EB# 表面活性剂%也

叫匀染剂 PcO&!

阳离子缓染剂的用量$应该根据染色浓度’染料的上染性能’纤维饱和值’染料饱和值’阳离

子缓染剂本身的饱和值$以及设备条件来确定! 如果染淡色时$染料的上染率高$而染液的循环

速率又比较低$则缓染剂的用量要多一些$使染料和缓染剂加在一起的总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

上染系数%如 L’R&!
%B&温度! 实际生产中一般采用 F$S起染$染 ’%)/$以 #SIB%)/ 的升温速率升温至 L$S*

染 B$ CE$%)/ 后$再以 #SI@ CB%)/ 的速率升温至沸$沸染 B$ CE$%)/*然后以 #SI%)/ 的速率

降温至 D$S$继续降温至 ’$ CE$S!

初染温度视纤维的性能和染色速率而定$一般宜在纤维的玻璃化温度以下! 在玻璃化温度

附近应开始缓慢升温! 染浅色时$初染温度应低些$升温速率宜慢些! 染深色时始染温度可高

些$升温速率可适当加快! 染色最后宜升温至沸! 由于阳离子染料在腈纶上的扩散性能较差$

沸染有利于染料在纤维内充分扩散$减少环染$并使染料的上染更为充分$以提高上染百分率!

此外$温度高$染料的移染增加$有利于匀染!
%A&2V值控制! 染液 2V值一般可用醋酸,醋酸钠调节! 若单用醋酸$在染色过程中$染液

2V值容易发生变化! 醋酸用量视染色浓度和染色浴比而定$染色浓度高$浴比小时$醋酸用量可

少些! 染色浓度低$浴比大时$醋酸用量应多些! 醋酸的用量约为 #J’RCAR%对染物重&!
%’&时间! 染色时间对染料的上染’扩散和移染起着重要的作用! 过短的染色时间造成环

染$降低上染百分率和染色牢度! 染浅色沸染时间要在 B$%)/ 以上! 染中深色时$沸染时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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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L$%)/! 织物’纱线的染色时间应比散纤维’纤维条’绒线的染色时间长一些!

%E&浴比! 由于腈纶的相对密度小$比体积大$又由于阳离子染料对腈纶的匀染性较差$因

此染色时通常采用较大的浴比$一般为 #i@$ C#iE$$按染物形式’色泽深度合理选择!

$%卷染#卷染染液组成与浸染相似$除含有染料外$还有醋酸’醋酸钠’元明粉’阳离子缓

染剂! 染料的溶解法和染液配制同前! E$S开始染色$A 道后升温至 LD C#$$S$沸染时间保持

有 E$ CL$%)/ 所需的道数$再热水洗$皂洗$热水洗$温水洗!

染腈纶织物或腈纶混纺织物所用的卷染机应为等线速卷染机$染色时$织物所受的张力应

尽可能小$否则会影响织物手感!

&%轧染#轧染主要用于腈纶丝束’腈纶条以及腈纶混纺织物! 纯腈纶织物受热容易变形$

数量又少$所以很少用轧染!

第六节!新型纤维染色

!!一!RO.D@11S4@FD@1纤维的染色
"$$#

]=34+--IK+/4+-被誉为 @# 世纪绿色纤维$它是以 "8甲基吗啉 8"8氧化物%OOQW&为溶

剂$采用湿法纺制成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纤维生产过程中的 "8甲基吗啉 8"8氧化物溶剂毒

性极低$并 LLJ’R以上可回收再用$不污染环境*纤维废弃物可自然降解$对环境友好!

]=34+--IK+/4+-纤维具有优异的特性%见表 B 8E&和服用性能$被广泛用于服装! 可纯纺或

与棉’麻’丝’毛及合成纤维’粘胶纤维混纺或交织$以改善织物服用性能! 其织物富有光泽’柔

软滑爽$有优良的悬垂性$良好的吸湿透气性和穿着舒适性! 纯 ]=34+--IK+/4+-织物具有珍珠般

的光泽! 不同风格的纯纺 ]=34+--IK+/4+-织物和混纺织物$可用于制作高档牛仔服’女式内衣’

时装’男式高档衬衫’休闲服及便装!

表 & ")#RO.D@11S4@FD@1纤维基本性能

项!!目 ]=34+--IK+/4+- 粘胶纤维 涤!!纶 棉

纤度I;0+9 #JE’ #JE’ #JE’ #JE’

强度I4O-0+98# BFJL CA@JB @@J# C@’JE BLJF CEEJ@ @$JB C@BJD

伸度IR #A C#E @$ C@’ @’ CB$ F CL

润湿强度I4O-0+98# BAJA CBFJL LJF C#’J$ BFJL CEEJ@ @’JE CB$J$

润湿伸度IR #E C#D @’ CB$ @’ CB$ #@ C#A

伸度 #$R的强度I4O-0+98# B’JB #’JL @’JE ,

水中膨胀度IR E’ L$ B ’$

结晶度IR ’L BB , ,

在工业%产业&应用上$]=34+--IK+/4+-纤维具有较高的强力$干强力与涤纶接近$比棉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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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湿强力几乎达到干强力的 L$R$这是其他纤维无法比拟的! 在非织造’工业滤布’工业

丝和特种纸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4+--IK+/4+-纤维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具有一般再生纤维素纤维染色特性$可采用活性染

料’直接染料’硫化染料’还原染料’冰染染料等纤维素纤维通用的染料进行染色! 尽管可用于

]=34+--IK+/4+-纤维染色的染料种类很多$但由于活性染料在色谱范围’色泽鲜艳度’染色牢度’

新品种推出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印染厂更多地选用活性染料染色! 由于 ]=34+--IK+/4+-在

形态结构’聚集态结构’物理机械性能’对化学药剂的敏感性’原纤化性能有所不同$因此染料对

]=34+--IK+/4+-纤维的亲和力’上染率和上染速度’扩散速率’匀染性等染色性能与其他纤维素

纤维有所不同$所以染色加工方式和条件有所不同!

活性染料的一般染色方法,,,浸染法’冷轧堆法’连续轧染法均适用 ]=34+--IK+/4+-纤维的

染色$只是不同的染色方法对活性染料的直接性和反应性能的要求不同!
]=34+--IK+/4+-纤维的浸染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平幅卷染和绳状染色*按染色时加料的方式

又分一浴一步法’一浴二步法和二浴二步法三种染色工艺! 一浴二步法是先在中性浴中染色$

然后再加碱固色$这是最常用的染色方法! 一浴一步法是在染色开始时就将染料’促染剂和碱

剂一起加入水浴$此工艺也称全料染色法或加碱染色法! 二浴二步法是先在近中性浴中染色$

排液后$再在碱性浴中固色$不过这种方法极少使用!

对于 ]=34+--IK+/4+-织物的浸染染色$由于很多品种的 ]=34+--IK+/4+-织物在低温时吸水膨

化后手感较为僵硬$会影响活性染料的上染率’固色率以及染料的渗透性和扩散性能$并很容易

导致染色不匀$因此以选择中高温型的活性染料为好! 即使使用了低中温型的活性染料$染色

工艺也不能与棉织物一样$应该作适当的调整$比如适当提高第一次吸尽的染色温度$然后适当

降温加碱固色!

在 ]=34+--IK+/4+-织物浸染染色的设备选择上$采用平幅卷染机染色不易发生原纤化现象

和产生折皱印$加工光洁织物应首选平幅染色! 对要求桃皮绒风格的织物$采用气流染色!
]=34+--IK+/4+-纤维的轧染主要也有两种方式+冷轧堆染色和连续轧染工艺!

冷轧堆染色工艺流程如下+浸轧染液)打卷)堆置)水洗)皂煮)水洗)烘干!

连续轧染染色按染料上染和固色条件的不同有两种工艺$即轧蒸工艺和热固工艺! 轧蒸工

艺按碱剂给料方式不同以及汽蒸时织物含湿量的不同分为三种工艺$即一相法轧蒸工艺’两相

法轧蒸工艺和湿蒸工艺! 活性染料连续轧染的主要工艺如下+
%#&一相法+浸轧染液%染料和碱剂&)烘干)汽蒸)水洗)皂煮)烘干!
%@&两相法+浸轧染液%染料&)烘干)浸轧碱液%碱剂和食盐&)烘干)汽蒸)水洗)皂

煮)水洗)烘干!
%B&湿蒸工艺+浸轧染液)汽蒸)水洗)皂煮)水洗)烘干!
%A&热固工艺+浸轧染液)烘干)焙烘)水洗)皂洗)水洗)烘干!

二!竹纤维的染色
"*%&*’#

我国竹资源丰富$竹纤维的研制成功$对缓解棉花’木材的需求以及发展山区的经济都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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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积极的意义!

竹纤维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纤维素! 理论上适合于棉纤维的染料均可用于竹纤维的染色!

但根据纤维品种’要求的不同$染色工艺存在较大差异!

天然竹纤维的结晶度%约 F#R&高于棉%EER&! 使得其染色性能比棉要差$刚性较大$手感

稍差! 染整中一般需加一道酶处理工艺$以改善手感! 天然竹纤维纺织品染整的一般工艺流程

为+烧毛)退煮)漂白)酶处理)染色)拉幅)预缩!

由于天然竹纤维的染料可及度较低$染料对其直接性’提升性和染深性比棉纤维要差! 有

研究表明+天然竹纤维经松式碱处理后吸附直接染料的能力有大幅提升! 当烧碱浓度为 ##’ C
#B$:I]时$直接染料上染量增幅最大*经 #L$:I]烧碱处理后$其直接染料的平衡上染百分率’

染深性和染色速度均可达到与相同碱浓度处理棉纤维后的水平! 上述变化$主要是因为烧碱改

变了天然竹纤维的聚集态结构$降低了其结晶度和取向度$所以可以推测$碱处理后的天然竹纤

维的染色性能对其他染料也有类似的变化规律!

竹浆纤维与粘胶纤维的物理’化学性能极为相似$因此它的染色工艺可采用粘胶纤维的染

色工艺! 实验表明$竹浆纤维对 gl型’lO型’][ 型活性染料均有良好的固色率$均在 F$R以

上! 需要注意的是$与粘胶纤维一样$竹浆纤维不耐强碱’缩水率大’尺寸稳定性差’入水变硬难

于轧染! 这些缺点需在加工中注意$并制定相应工艺条件加以克服!

三!大豆纤维的染色
"@’#

大豆纤维是以大豆粕为原料$利用生物工程技术从大豆粕中提炼大豆蛋白$再添加羟基或

氰基高聚物配制成一定浓度的蛋白纺丝液$并经改性后进行纺丝制得$是一种再生植物蛋白纤

维! 它是我国独立研发并已商品化的第一个新型蛋白纤维!

目前生产的大豆纤维是短纤维$纤维截面是不规则的哑铃状$纵向表面呈现不明显的沟槽$

并且具有一定的卷曲! 蛋白质主要呈不连续的团块状分散在连续的 Pfc中! 这种组成和结构

使它具有较好的吸湿性和导湿’透气性能$但会影响大豆纤维染色的均匀性和同色性! 由于大

豆蛋白质本身易泛黄$纤维呈米黄色! 这主要由豆粕中的色素和纤维制造时二醛类交联剂和聚

乙烯醇及大豆球蛋白中的氨基酸等反应物造成$尤其是其中色氨酸的吲哚基$而且较难漂白!

大豆纤维耐干热性能好$但耐湿热性能较差$在 #$$S以上水浴中收缩较大$这和聚乙烯醇纤维

类似! 它耐酸性能较好$耐碱性能稍差$其中的蛋白质容易水解$Pfc也易溶胀! 因此$在大豆

纤维染整湿加工时条件受到很大的限制!

基于大豆纤维的结构$从理论上讲$它可以用酸性’直接’活性和中性等染料染色$与纯蛋白

质和聚乙烯醇纤维相比$这些染料染色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纤维易吸湿溶胀$而且不耐高温

高湿$所以染料上染率相对低$颜色鲜艳性’提升性及湿处理牢度较差! 酸性染料和活性染料主

要与蛋白质结合$但纤维蛋白质含量仅 @’R左右$而且被 Pfc包围和隔离! 同时蛋白质在提取

时受到多次化学作用$可与染料结合的,OV@ 等基团不断减少$所以上染率’提升性相对较低!

另外$直接染料和中性染料虽然可以上染蛋白质和 Pfc两种组分$但湿处理牢度不够理想!

大豆纤维织物染色根据要求不同可采用先染散纤维’毛条’纱线再色织或匹染的染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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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中含有氨基’氰基’羟基等极性基团$能与活性染料’弱酸性染料’中性染料’直接染料以共

价键’离子键’氢键等作用力结合! 由于直接染料水洗牢度差和中性染料匀染性’遮盖性差的问

题$这两种染料对大豆纤维的染色需谨慎选择! 目前研究表明$弱酸性染料和活性染料适合于

大豆纤维的染色!

大豆纤维的等电点%2Z&大约为 AJE! 用弱酸性染料染色时$将 2V值控制在 AJ’ C’J$ 范

围$并控制升温速率为 #SI%)/ 可取得良好的染色效果! 由于大豆纤维中的氨基含量比羊毛’

蚕丝低$弱酸性染料的得色量也相应较低! 另外深色的摩擦牢度不理想! 因此弱酸性染料一般

用来染浅’中色!

目前$人们对活性染料染大豆纤维的研究比较多! 活性染料可以分别在酸性条件下和碱性

条件下上染大豆纤维$但碱性条件下染色比酸性条件下染色得色要浓$且耐洗牢度要好!

四!PhKIPKK纤维的染色
"@E#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hK&与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KK&都是与 PgK同类的新型聚

酯纤维! PhK’PKK分子中较 PgK存在更长的亚甲基链段$这使得它们的分子链段柔顺’手感柔

软’具有优良的弹性’玻璃化温度低$相同温度下分子链段比 PgK运动剧烈$空隙增大易于

染色!
PhK’PKK纤维都是聚酯疏水性纤维! 它们的染整加工方法类似 PgK纤维! 但由于分子结

构和聚集形态的差异$工艺条件仍需作必要的调整!
PhK’PKK纤维玻璃化温度低’易于染色! PhK’PKK纤维织物均宜在 A$ C’$S入染$两种纤

维分别在 D$ C##$S和 L$ C##$S上染速度最快$在此温区需控制升温速度! PhK纤维在 #@$S

获得最佳上染率$PKK纤维则在 ##$ C#@$S之间! 两种纤维在最佳温区保温 B$%)/ 即可达最大

上染率$再增高温度及延长时间都是不必要的! 因为染色为放热反应$达到上染平衡后再增高

温度和延长时间反而使染料解吸下来或向纤维内部扩散造成色浅! 鉴于 PhK纤维’PKK纤维上

染温度降低$对于浅’中色在常压 #$$S下即可获得满意的染色效果!
PhK’PKK纤维晶格堆砌比 PgK纤维松散$染料易于向纤维内部渗透! 将染色后的 PhK纤

维与 PgK纤维的截面切片用显微镜观察$发现 PhK纤维在 #@$S染色 B$%)/ 后染料已均匀渗透

整个纤维截面*而 PgK纤维经 #B$S’E$%)/ 染色后呈环染现象! 说明 PhK’PKK纤维表面的染

料聚集量低于 PgK纤维$所以对于纯的 PhK’PKK纤维织物可采用较温和的还原清洗条件$在

’$ CE$S处理即可! 对于与棉混纺’交织的织物而言$则应加强还原清洗以保证棉组分上的色

牢度或取得棉留白的效果!

第七节!染色新技术

一!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
"$+&$,#

随着地球上可用水资源日益贫乏$水污染日益加重$水作为传统的染色主要媒介载体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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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将被打破! 为了减少染色引起的水污染$染色工作者进行了无水染色工艺研究! 近 @$ 年前

曾尝试用有机溶剂作染色介质$但同样由于存在生态问题$加上成本问题$很难工业化应用! 近

年来$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染色%162+,4,)0)4.-4.,*3/ ;)39);+(-6); ;=+)/:&的研究显示这项技术是

一种比较有前途而且有效的工艺!
!一"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及其染色特性

超临界二氧化碳是指温度和压力均在其临界点之上的二氧化碳流体! 超临界状态下的二

氧化碳行为不同于典型的气体和液体$它具有这两种状态相混合的性质$既有气体的低黏度’易

扩散’易收缩的性质$又具有液体一样较高密度%$JB C#:I4%B&$对物质有较强的渗透’溶胀’溶

解能力!

超临界二氧化碳对有机物的溶解性因溶质极性’相对分子质量’密度等不同而不同$容易溶

解非极性或极性弱’相对分子质量小的有机物! 分散染料一般分子极性弱$相对分子质量也不

大$因而易溶于超临界二氧化碳中! 溶于超临界二氧化碳的染料分子是杂乱分散的$因此在这

种状态下染色$染浴中的染料活泼$能快速达到纤维表面$接着较容易地渗透入纤维内部$从而

达到染料上染纤维的目的! 该项技术原理在于+气体在超临界状态下形成的流体黏度低$染料

能自动溶解而且具有较高的扩散性*染料在二氧化碳流体中溶解度随着流体密度的增加而增

加$由压力和温度来控制二氧化碳流体密度$从而控制染料在二氧化碳流体中的溶解度*提高温

度来降低流体的密度和染料在溶液中的量$促进染料扩散到纤维中去! 因此该系统的控制参数

可以比常规水相工艺较为快速地调节!

该工艺无需助剂$二氧化碳无毒$可循环使用! 残留的染料可以粉末状态回收$无废水和废

弃物! 无需染色后处理和染后烘燥$可节能 D$R左右! 该工艺染色速度比传统的快好几倍$染

色效率高!

该工艺的难点是工作压力要高达 @ N#$A 5P.左右$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设备成本! 尽管如

此$对环境友好’大大缩短染色时间和烘燥阶段的消除等基本优点$使该项工艺技术极具吸引

力! 所以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美国热衷于该技术的研究! 我国对此技术的研究也相当

活跃!
!二"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设备

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国际纤维机械展览会 ZKQcL# 上$德国贝伦的 .̂12+,公司展示了超临

界二氧化碳染色试验机$随后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 ZKQcL’ 上$德国哈根的 ‘7;+公司也展出了

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试验机! ‘7;+公司开发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试验机结构简图如图 B 8
#L 所示! 该试验机由染色槽’二氧化碳贮存罐’染料贮存槽’加热器’冷凝机’冷却机’泵’压力

控制机和分离机等组成! 染色时$将卷绕被染物的经轴装入高压釜%染色槽&$染料投入染料贮

存槽中$关闭压力容器$使染色流体二氧化碳循环! 贮存罐内的液化二氧化碳冷却后$直接用泵

压缩到超临界状态$用加热器加热到规定的温度! 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溶解染料贮存槽中的

染料$并将它送到高压釜$染料被纤维吸附%染色&! 染色结束后$染液通过分离器降低压力$这

时二氧化碳已变为气体$降低了对染料的溶解力$致使染料沉淀从而被回收! 不含染料的二氧

化碳通过冷凝器$返回到贮存槽! 停止染色槽内二氧化碳循环$打开高压釜$取出染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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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L!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染色装置

#,染色槽!@,二氧化碳槽!B,染料溶解槽!A,加热器!’,冷凝机

E,冷却机!F,泵!D,压力控制机!L,分离机!#$,循环泵

目前 ‘7;+公司市售的试验设备规格是 B N#$A5P.’#’$S’容量 B$5:I7! 从文献上看$日本

也有这方面的试验机生产%日版制作所制$型号 VfZ,[U& $但这些染色机基本处于试验阶段!

目前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工业化程度应用处于初试阶段$已有不少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设备专

利! 据 [473--%+=+,介绍$他们中心已有 #$$$]’@$$$]试验机投入应用! 资料报道美国有工业

规模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机 #$$$]染浴的 # 号机已开始运转! 德国 c%.// q[4+7%+j%*7

已使用该技术在 3̂13(̂.12+,j%*7 设计和制造的设备中进行工业规模染聚酯缝纫线$并取得成

功$极大地刺激了染色机械商追求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机商机的热情$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该

技术的工业化进程!
!三"合成纤维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

超临界二氧化碳能充分溶解分散染料$因而可用于聚酯’聚酰胺等合成纤维的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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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8@$!在 @J’ N#$A5P.压力下超临界 UW@ 染色时

染料上染量与温度相关图

染色时间 #$%)/$染料浓度 #J’R

在 [473--%+=+,等人的初期研究中$研究了分散染料对聚酯纤维织物的上染量因超临界二

氧化碳的压力和温度所产生的变化! 聚酯纤维织物在 @J’ N#$A5P.压力下$用超临界二氧化

碳预处理 @%)/$然后再染 #$%)/$染料上染

量和温度的相关性如图 B 8@$ 所示! 根据

这种结果将 #@$S’@J’ N#$A5P.选作聚酯

纤维织物染色的最佳条件$在以后的聚酯

纤维织物染色研究中基本上都用这种染色

条件! 在 #B$S 染 色 #$%)/’ #$$S 染 色

A$%)/ 的条件下染料上染率为 LDR!

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基础研究表明+

上染量随染料的种类而异$一般为 $J@ C

@@!%3-I:! 同 时 与 染 色 试 验 机 的 类 型 有

关+一般动态%二氧化碳流体在系统中由循

环泵 作 动 力 循 环& 试 验 机$ 上 染 率 可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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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静态试验机%二氧化碳流体在系统中由搅拌器作动力循环&相对差些$上染率为 BER C
EFR! 另外$染色温度和染色压力是染料上染量的重要影响参数$其中温度影响程度比压力影

响大! 由于 UW@的极性要比水的极性小得多$更接近染料分子$所以染料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

呈分子分散状态$未发现如用水染色时出现的那种染料缔合! 染料在染浴中的行为有些像气

体$扩散系数比常规水相染色大了 B CE 倍! 染料向纤维内部的扩散快而匀染性好$纤维表面对

染料不起过滤作用$染料并不附着在纤维表面$无需还原清洗! 染色物摩擦牢度良好$在 A 级

以上!

日本研究人员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中$二氧化碳流体对聚酯纤维具

有增塑作用$使聚酯结构发生变化! 聚酯纤维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伴随着它的膨化和收缩$其

结晶度通常增大$其结晶大小也有变化$容易产生微孔! 此外$经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后聚酯纤

维的热稳定性也可提高!
[JdJ]).3等人采用实验室合成的分散活性黄染料对锦纶 EE 进行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并

与分散黄 B 比较! 分散活性黄对锦纶 EE 具有较好的上染率而且具有优良的水洗牢度和耐光牢

度! lKZb’OQb’gc和 Q[ 表明该分散活性黄染料与锦纶 EE 形成共价键$锦纶 EE 内部没有受

到损伤! 除锦纶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外$也有报道三醋酯纤维%UK&’二醋酯纤维%Uc&用超临

界二氧化碳染色优于常规水相染色法! 此外 d+<-+,纤维’O3%+9纤维的 @$$S超临界二氧化碳

染色性良好$聚丙烯纤维’氨纶也可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
!四"天然纤维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可能性研究

聚酯纤维分散染料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的成功及其呈现的优越性$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

及日本全面探讨天然纤维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的可行性!

德国 MKOe研究中心 [473--%+=+,等人进行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下用分散染料染天然纤维的

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分散染料对天然纤维进行染色的技术关键在于开松纤维以利于染料

分子的渗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用在染色前用溶胀剂 j-=+G)/ UM%一种聚醚&对织物进行预

处理! 布样在 #$Rj-=+G)/ UM的水溶液中处理几小时$然后轧液干燥%增重 #$R C@$R&$以这

种方式处理的羊毛织物布样在温度 #$$S’@J’ N#$A5P.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中使用分散染料染

色 #7! 结果显示+羊毛织物经特殊预处理后$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染色是可行的$但存在水洗

后染色牢度较差的弊病! 另外$得色量也不理想$有待改善!

英国里兹大学 ]+?)1等人进行了棉经改性后用分散染料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染色的研究!

天然棉纤维经过苯甲酰氯’苯甲酰巯基乙酸钠%hKj&处理$增加棉纤维的疏水性$增加了分散染

料与棉的亲和性$从而达到棉用分散染料可染的目的! 具体工艺如下!
%#&改性处理!

%苯甲酰氯改性+棉织物经 @$$:I]O.WV溶液浸轧后室温堆置 $J’7$再浸渍苯甲酰氯

@%)/$浸渍后用 ’$:I]O.WV溶液冲洗’纯水冲洗$最后在 #$$S温度下烘干!

&苯甲酰巯基酸钠处理+棉织物浸轧含 hKj@$$:I]和碳酸钠 @$:I]的溶液$带液率为

D$R! 浸轧后$室温过夜晾干$再在 @$$S条件热固 #%)/!
%@&染色! 将上述改性织物在温度为 #$$S’压力为 B N#$A 5P.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中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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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结果表明$经苯甲酰氯处理的棉织物对染料%染料为 cPMO’MnD$&固色率达 D’R C
LDR$而 hKj处理后的棉织物的固色率达 B’R CE$R$两者均达到理想要求$同时染色物的色

牢度也均良好!

日本京都染织试验场杉浦和明等人进行对蚕丝纤维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下用分散染料染色

的研究! 该研究在对蚕丝进行染前改性处理%蚕丝纤维官能团改性’接枝处理’树脂处理&基础

上进行蚕丝纤维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温度 ##$S’压力 @J@F N#$A 5P.’流量 #J$%3-I%)/’时间

@$%)/&$与常规水相染色结果比较$尽管大多数改性的蚕丝纤维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性并不理

想$但苯乙烯接枝改性蚕丝绸的染色得色量相当高$说明蚕丝纤维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并非禁

区$关键在于改性剂的选择!

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的意义重大! 超临界二氧化碳在纺织中的其他方面应用如退浆或整

理以及干洗也正在研究中! 德国的 .̂13(̂.12+,公司已安装了中试设备$发展了该技术机械的

制造技术*染料制造商%汽巴精化&也已开发’增加了适用该技术的分散染料! 困扰该技术发展

的是设备成本和高压操作$但与它的优越性相比$这一问题并非关键性障碍! 相信随着世界工

业排污标准日益强化’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技术基础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该技术设备投资成本

日益降低$不久的将来该技术终会实现工业化!

!!二!微胶囊分散染料染色
"*)#

微胶囊分散染料染色%;=+)/:?)07 %)4,3+/4.216-.0+; ;).2+,1+;=+1&技术为节能’节水’环境

友好型清洁染色技术! 利用微胶囊化的纯分散染料在传统的高温高压染色机中对涤纶实施染

色$染色时除用少量醋酸调节染浴的 2V值以外$不用任何助剂! 在 #B$S温度下染色 B$ C
’$%)/$即可达到优良的均匀性! 不经水洗%包括还原清洗’皂洗’热水洗’冷水洗&而直接出缸’

烘干! 染品各项牢度优于传统染色工艺的结果! 理论上染色残液无 UWM’hWM和色度污染$实

际上可能由染品带入少量的污染负荷! 染色废水经简单过滤后即可回用$实现废水零排放! 染

色后的微胶囊壳为染品质量的 @R左右$或作为燃料或填埋处理$降解后可肥田!

该染色技术还包括一个特殊的萃取器$装于染机旁路循环$所用微胶囊装于该萃取器中$染

色时可阻止微胶囊进入染缸! 该染色技术从根本上杜绝了染色对水环境的污染$与传统工艺对

比$染色总时间缩短 #IB C#I@$染色废水可全部回用$节省了全部的水洗用水’助剂和药剂’热

能等! 普通染浴中的助剂%分散剂’高温匀染剂’渗透剂等&也被全部节省! 而染色质量可达到

或优于传统染色工艺!

微胶囊分散染料染色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微胶囊的隔离作用和释放作用$再加上分散染料本

身的轻微的溶解度! 微胶囊壁相当于一个半透膜$能允许水分子和已溶解的染料通过! 水在高

温%通常 #@$ C#B$S&条件下的表面张力很小$易进入染料微胶囊$并溶解其中的一小部分染

料$形成染料溶液! 较高的染料溶液化学位促使微胶囊内的溶液中的染料分子向外扩散$有合

成纤维存在的情况下染料分子会在疏水的纤维表面吸附$并向纤维内部扩散$水中的单分子染

料继续向纤维表面吸附! 由于吸附破坏了水中染料的溶解平衡$此时胶囊内的染料继续向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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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补充胶囊外水中的染料分子! 这个全过程就是+水进入胶囊并溶解胶囊内的染料$胶囊内溶

解的染料向外扩散$扩散出来的染料以单分子向纤维表面吸附$吸附的染料分子向纤维内部扩

散$完成上染$随着溶解,向外扩散,向纤维表面吸附,向纤维内部扩散过程的不断进行$直至

胶囊内的染料枯竭或纤维上染达到所需深度! 由于整个染色体系中建立了动态的平衡$纤维表

面吸附的染料始终保持单分子层的微小吸附量$这样不但保持了染色均匀性$同时染后纤维上

的浮色量最低!

由于无助剂存在$染色后纤维%或织物&上仅残留单分子层的浮色! 传统的方式是还原皂洗

%皂煮&以彻底去掉浮色$达到优良的色牢度! 这样要消耗大量的水和洗涤助剂$并产生大量的污

染%UWM’hWM及色度等&水! 该染色工艺采用与传统工艺相反的原理$不是把浮色洗去$而是采用

后染色会"饥饿染色#的方法把吸附的染料"赶进#纤维中去$即在染色条件下断绝染料来源%除去

染浴中的微胶囊染料&再将织物处理 #$ C@$%)/$由于染料亲纤维性远远大于亲水性$此时纤维表

面吸附的染料乃至水中溶解的染料会全部进入纤维$可以免水洗而达到优异的色牢度! 实验证明

如此获得的色牢度优于通常水洗后的色牢度$最后排出的水仍然相当清洁$可再用于染色或直接

排放! 之后的染色完全可在原有的染色废水中实施$以达到进一步节水节能的目的!

!!三!超声波染色
"%##

超声波指的是频率在 @ N#$A C@ N#$LVG的声波$是高于正常人类听觉范围%#F5VG&的弹性

机械振动! 超声波很像电磁波$能聚焦’反射和折射$但与电磁波不完全相同$它的传播要靠弹

性介质$而电磁波可以在真空中自由传播! 超声波传播时$使弹性介质中的粒子振荡$并通过介

质按超声波的传播方向传播能量! 超声波因波长短而具有束射性强和通过聚焦而集中能量的

特点! 在液体介质中$常用的超声波的波长为 #$ C$J$#’4%%#’ C#$QVG&$远大于分子尺度!

超声波在染色体系中对染浴和纤维作用的物理和化学实质$在于声波能传送大量的能量! 它的

作用不是声波与物质分子的相互作用$可以说是源于声空化,,,液体中空腔的形成’振荡’生

长’收缩’崩溃及其引发的物理化学变化! 采用超声波染色%6-0,.13/)4;=+)/:&可帮助染料溶解

和分散$加速染料的上染$改善纺织品的透染程度等!

最先研究超声波用于纺织品染色可能性的是 [353-3<和 K6%./15=! [353-3<等人将 LJ’5VG

的超声波用于直接染料染全棉织物$结果染色速率提高 @ CB 倍! 此后在纺织领域掀起了越来

越大的浪潮!
[353-3<等人首先探索了天然纤维织物染色工艺中应用超声波的可能性$他们应用磁致伸

缩振子装置产生频率为 L’$$VG的超声振动波$发现直接染料染棉织物的上染率增加 # C@ 倍!

国内隋淑英’朱平等人研究了山羊绒纤维及其产品的超声波染色技术$研究发现超声波染色可

以明显地缩短染色时间$增进染色深度$处理后纤维的强力还可增加 @$R左右! QJQJd.%+-和

b+;.QJg-8[7)170.?=等人研究了紫胶天然染料的超声波提纯$并将其用于羊毛的超声波染

色$研究发现$染料的提纯效率比用常规加热方法提高 A#R左右$染料在羊毛上的上染率也显

著提高! f+/5.0.16*,.%./)./ 等研究了皮革的超声波染色$研究发现$超声波染色可以使染料在

皮革纤维上的上染率提高 ’$R左右$而染色时间缩短 ’’R左右! g,7./ W/+,和 h7.00.4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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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了活性染料的超声波染色技术$发现超声波染色既可节能节水$又可获得很高的上染率

和染色牢度!
@$ 世纪 D$ 年代中期$苏联首先提出并实践了超声波活化处理聚酯纤维$使纤维内表面及结构

的改变和提高分散染料的上染百分率成为可能! QJQJd.%+-和 b+;.QJg-8[7)170.?=等人研究

了涤纶的超声波染色$染色后不仅上染率提高$而且涤纶的色牢度和水洗牢度也明显提高!
e)1/)+?15.等研究了锦纶织物用酸性染料和分散染料超声波染色的动力学$发现在所有情

况下$上染速率较常规染色加快$色泽深度加深! 还发现在 ’$S下的吸附率增加最大$而在这

个温度下染料分子本来不具有足够的动能扩散进入刚性的纤维大分子中!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

效果$他认为是由于经超声波作用的纤维中微晶取向受到了破坏$从而为染料分子获得更多的

染座! 他根据定量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由于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应用了超声波$虽然降低了染色

温度$但仍能达到对照染色物相同的上染率! 而且这种效果因染料的特性而不同$并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超声波的强度!

对合成纤维的试验表明$用超声波染色可以避免高温$例如丙烯腈和三醋酯纤维在 FFS

下用 B$1就完成了染色$粘胶纤维在 E$S下染色时$可以使上染率增加 B$R! 有一些专利也

声称在合成纤维染色中应用超声波的有利效果! 由于涤纶结构紧密$结晶度高又没有染座$

通常在压力下用 #@$ C#A$S染色$因此用超声波在较低温度下对涤纶染色受到人们的关注!
[.-):,.%和 enJe./:c7%.; 等人用超声波研究了两种聚酯纤维%PgK和 PhK&在 A’S下用分

散染料染色的效果! 结果表明$用低分子量的 UJZJ分散橙 @’ 在超声波下染涤纶时$其上染

率虽然未达到高温高压染色的水平$但比未用超声波时增加了 B 倍左右! 试验还表明$如果

在染色前纤维用苯甲醇等有机溶剂进行预膨润以增进染料的渗透$则染料在纤维上的上染率

会进一步提高!

复习指导

本章主要讲述了各种纤维纺织品的染色原理和加工工艺!通过本章节的学习!掌握一定的

纺织品染色基本原理和染色工艺!了解染色技术的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势!并了解染色新技术$新

工艺" 初步具有一定的分析和解决染色织物染色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体如下#
#J了解染料的基本知识!掌握染料的结构分类$应用分类和染色牢度!掌握各种染料的适

用纤维和应用条件"
@J了解染色的基本方法和常用的染色设备"
BJ了解染色的基本原理$染色过程!掌握染料在溶液中的状态及促染和缓染概念"
AJ了解各种适用染料对纤维素纤维染色的基本原理和染色工艺!重点了解活性染料对纤

维素纤维的染色原理和染色工艺"
’J了解各种适用染料对蛋白质纤维染色的基本原理和染色工艺!重点了解酸性染料对羊

毛$聚酰胺纤维的染色原理和染色工艺"
EJ了解各种适用染料对合成纤维染色的基本原理和染色工艺!重点了解分散染料对涤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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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染色原理和染色工艺"

FJ了解各种新型纤维的染色原理和染色工艺!重点了解 ]3=4+--纤维织物$PKK纤维的染色

原理和染色工艺"

DJ了解各种新型染色技术$工艺的染色原理和染色工艺!重点了解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

分散染料微胶囊染色的基本原理和染色工艺"

思考题

#J什么是染色牢度% 常见的染色牢度有哪些% 如何评价% 影响皂洗牢度的因素有哪些%

举例说明"

@J什么是促染% 什么是缓染% 分析各类染料染色时食盐起什么作用%

BJ什么是盐效应% 举例说明盐效应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什么是温度效应% 直接染料

染色时温度的高低与什么有关%

AJ酸性染料染羊毛!染料与纤维之间的结合力是什么% 分析强酸性$弱酸性$中性染料染

羊毛的升温曲线有何不同% 为什么%

’J活性染料染色织物的皂洗牢度为什么较好% 染料的利用率为什么较低%

EJ蚕丝绸染色常用的染料有哪些% 各有什么特点% 若要获得较高的皂洗牢度!应选用什

么染料%

FJQ型活性染料一相法轧染棉布!轧染液中各组分的作用是什么% 为减少泳移现象!工艺

上采取哪些措施%

DJ还原染料染色包括哪几个过程% 还原染料隐色体染色有哪些方法% 其分类依据是

什么%

LJ分散染料常用的染色方法有哪几种% 各自的染色温度分别是多少% 简述分散染料高温

高压染色$热熔染色的原理"

#$J影响分散染料染液稳定性的因素有哪些% 分散染料碱浴染色对染料结构有什么要求%

##JPhK$PKK纤维染色应用什么染料% 染色温度为多少%

#@J分析分散染料高温高压染色配方中各组分的作用"

#BJ常用的阳离子染料有哪些% 阳离子染料染色容易染花!其原因是什么% 工艺上应该采

取哪些措施%

#AJ阳离子染料染色的匀染剂有哪些% 试比较其匀染性的相对大小" 匀染作用的原理是

什么% 对上染率是否有影响%

#’J试为毛腈混纺纱&浅色’一浴法染色设计一工艺配方" 要求说明染料$助剂$温度选择

的理由"

参考文献

!#"王菊生 J染整工艺原理%第三册&!Q"J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LDAJ



第三章!染!色

!(&""

!@"钱国坻 J染料化学!Q"J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LD’J
!B"陶乃杰 J染整工程%第二册&!Q"J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LDAJ
!A"李连祥 J染整设备!Q"J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J
!’"戴铭辛 J我国染整设备目前的发展态势! "̂J染整技术$#LLD%E&## 8’J
!E"陈立秋 J新型染整工艺设备!Q"J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J
!F"高敬宗 J染色与印花过程中吸附与扩散!Q"J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LD’J
!D"cJe+-7.%JK7+;=+)/:07+3,=! "̂JK+90)-+b+1$ $̂#LLF$EF%#$&#F@$ 8F@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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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印!花

第一节!概!述
!""##

!!织物印花!$%&$’(%)*’+$’+,"是在纺织品上通过特定的机械和化学方法#局部施以染料或涂

料#从而获得有色图案的加工过程$

织物印花是一种综合性的加工技术#生产过程通常包括%图案设计&花网制作!或花纹雕

刻"&仿色打样&色浆配制&印花&蒸化&水洗处理等几个工序#在生产过程中只有各工序间良好

协调&相互配合才能生产出合格的印花产品$

在印花加工中#印花按使用的设备可分为筛网印花&滚筒印花&转移印花&喷墨印花’按印花

工艺可分为染料印花&涂料印花和特种印花’染料印花又分为直接印花!-’*%.$)*’+$’+,#./+0%+1
$’/+2()*’+$’+,"&拔染印花!-’3.42*,%)*’+$’+,"&防染印花!*%3’3$)*’+$’+,"$

织物在印花后通常都要用蒸箱!/0%+"进行蒸化!3$%25’+,"处理#使色浆中的染料扩散进入

纤维#或反应固着在纤维上$ 蒸化设备的选用根据纤维性能&织物类型&印花工艺和生产规模而

定$ 蚕丝&化学纤维织物和各种针织物等容易变形的产品用松式蒸化设备#小批量的采用不连

续的蒸化设备#大批量的采用松式连续蒸化机$

蒸化处理后#纺织物上的糊料&残余的染料和化学药剂等物质#必须通过水洗!6234’+,"加

以去除$ 活性染料印花还需要皂洗&还原染料需要经过皂煮才能获得预期的色泽&色牢度和

手感$

第二节!印花加工及设备
!"78#

!!一$筛网印花

筛网印花!3.*%%+ )*’+$’+,"来源于型版印花#型版印花在被单&毛巾&内衣方面至今还有少量

应用$ 型版印花是在纸板!浸过油的型纸"或金属板!锌板"上刻出镂空的花纹#印花时将刻有

花样的型纸覆于织物上#用刷子蘸取色浆在型版上涂刷#即可在织物上获得花纹$

筛网印花开始是手工操作#逐步走向半机械化#目前已发展为全自动化$ 随着技术进步#平

面的筛网改为圆筒形镍网#便成为圆网印花$ 所以筛网印花法现在可区分为平版筛网印花和圆

筒筛网印花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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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网印花!9(2$3.*%%+ )*’+$’+,"
!"平版筛网印花机!平版筛网印花机可分为手工平版筛网印花机!又称手工台板印花

机"&半自动平版筛网印花机和自动平版筛网印花机$

手工平版筛网印花是在平坦而结实的台板上进行的$ 台板表面铺有人造革#平整绷紧#在

其下面垫以毛毯或双面厚&薄棉绒毯各一层#使之具有一定弹性$ 台板下部有加热装置#防止筛

网印花前后套色时造成色浆搭色#加热方式是在台面下安装间接蒸汽管或电热设备$ 台板两侧

有定位孔#以固定筛网位置防止错花$ 台板两边留有水槽#板端设有排水管#为印后冲洗台面流

出污水用#如图 : 7" 所示$

图４－１ 手工印花电热台板

１—排水管 ２—排水槽 ３—地板 ４—台脚 ５—变压器 ６—加热层 ７—台面

２

１

６ ７

３ ５４

印花前#在台板施加贴布浆以固定织物$ 印花时#筛网框平放在织物上面#把印花色浆倒入

筛网框内#用橡皮刮刀在筛网上均匀刮浆#色浆通过筛网空隙印到织物上$ 一套颜色印好后#继

续下一套色的印花$ 直至全部花纹印好后#将印花织物取下#洗净台面#再重复上述加工过程$

手工台板印花是由手工完成贴布&抬版和刮浆等加工过程#因此劳动强度大$

半自动平版筛网印花机的台板与手工平版筛网印花机的台板相同#只是台板两边装有筛网

运行的铁轨#铁轨上设有规矩孔#供筛网框定位使用$ 印花时#人工贴布#筛网框安装在自动印

花装置上#自动印花装置控制其移动&升降和刮刀的刮浆动作$

自动平版筛网印花机由进布装置&印花装置&烘房等单元机构组成!图 : 7#"#在印花装置

单元#主要有筛网印花机构和循环运行的无接头的橡胶导带机构$ 导带表面有一层橡胶#用以

增加弹性$ 导带运行到进布处前#由上浆装置涂上一层贴布浆或热塑性树脂#织物被平整地贴

在导带上#在运行到印花装置处#接受筛网印花加工$ 印好后#织物进入烘房烘干#而导带转入

!!

５

４ １７ ６

３

２

图４－２ 自动平版筛网印花机示意图

１—进布装置 ２—导带上浆装置 ３—筛网框架 ４—筛网印花部分 ５—导带水洗装置

６—烘干设备 ７—出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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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板下方#经洗涤装置洗涤#洗去导带上的贴布浆和印花色浆$

平网印花刮浆用的器具有橡胶刮刀和磁性刮辊两种$ 手工刮印者都用刮刀#自动刮印时可

用橡胶刮刀或磁性刮辊$ 橡胶刮刀的材质有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合成树脂三种$ 天然橡胶的

弹性好#但易于磨损#耐油性差#使用乳化糊时#刮刀会溶胀$ 合成橡胶刮刀一般为丁腈橡胶#耐

油及耐老化性较好#但弹性差$ 合成树脂刮刀用热塑性树脂制成#如聚氨酯#其耐油&耐老化&耐

磨性都比橡胶刮刀好$

刮刀的刀口形状各异#其形状与刮浆效果直接有关$ 一般刀头越陡#给浆量越少#适用于刮

印细茎花纹$ 刀头稍平或呈圆弧形的#则给浆量大#适用于印大块面花纹$

刮刀的硬度为 ;<:= >=?!布氏硬度"#硬度低的适用于印细茎花纹#硬度高的适用于印大

块面花纹$ 调节刮刀的压力和刮印速度#即可调节给浆量和印透性$

平网印花自动刮印时都使用两把刮刀交替刮印!图 : 7@"$ 当后面一把刮刀接触到筛网刮

浆时前面一把刮刀抬起#在相反方向刮印时#交换一把刮刀刮印#这种方式比单刮刀好#可以不

要像单刮刀那样在刮程终端时必须把刮刀抬起$

图４－３ 双刮刀装置

Ｂ

Ａ

Ａ
Ｂ

磁性刮浆辊是金属棒#截面为圆形#用质量和直径来调节给浆量和印透性#直径与质量大的

磁性刮浆辊其印浆量多&印透性好$ 刮浆时#随台板下的电磁铁的移动而使刮浆辊在筛网上转

动#一般刮印一次即可$ 加大磁场强度也可提高印浆的渗透性$ 磁性刮浆辊的优点是刮浆压强

比刮刀大#因此色浆印透性好#特别适用于印制毯类织物#同时刮浆辊的给浆均匀#没有普通刮

刀因存在挠度产生的边端与中部刮印力不同的缺点#因此幅阔的印花机宜采用此法刮浆#对筛

网的磨损也较小$

刮浆方向分为织物纵向刮印和横向刮印两种#多数用横向刮浆方式$ 因横向刮印时#刮刀

或刮浆辊停在织物布边以外#不会出现接版印$

#"平版筛网制版!平版筛网印花前要制作筛网#平版筛网制版包括筛网框的制作&绷网和

感光制版$ 筛网框通常选用坚硬的木材或合金材料#再将一定规格的锦纶丝或涤纶丝网紧绷在

筛网框上#即成筛网$ 丝网的网孔大小与花纹的面积和花纹的精细程度有关#花纹精细#网孔要

小#印花出浆量小’花纹大#网孔要大#印花出浆量大$

筛网花纹的制作常用感光法#其工艺过程为%

花样 ! 制分色描样片!手工描样法&照相分色法&电子分色法 ""##
##

"

筛网 ! 涂感光胶 ! """""""""""""""""干燥
!感光!显影!干燥!

固化!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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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光法是用手工或电子分色法#将花样上每一套颜色分别制成分色描样片或电脑打印黑白

胶片#胶片上的花纹为黑色#起到遮光作用$ 在筛网上涂以感光胶#在低温暗处烘干$ 为了提高

筛网的耐印性#通常在筛网的正反面要多次涂感光胶$ 再将筛网和分色描样片以一定的方式紧

贴在一起#在曝光机上进行感光$ 曝光时#光线透过无花纹处的透明片基使感光胶发生光学反

应#由水溶性转变成水不溶性#而有花纹处因遮光剂的存在#光线不能透过#感光胶仍为水溶性$

感光后的筛网经水洗显影#用水洗去花纹处水溶性的感光胶#露出网孔#便成为具有花纹的筛

网$ 最后#在筛网的胶膜正反两面涂上固化剂或油漆等#以进一步增强筛网上胶膜的耐磨&耐洗

和耐化学品等性能$

筛网用感光胶根据使用的光敏剂不同分为重铬酸盐法&重氮盐法和醇溶性聚酰胺法三种$

目前纺织品印花生产中主要使用重氮盐光敏剂$
!二"圆网印花

#8$

!"圆网印花机!圆网印花!*/$2*A3.*%%+ )*’+$’+,"机的圆网由金属镍制成#圆网上有孔洞组

成的花纹$ 圆网安装在印花机两侧的机架上$ 色浆刮刀安装在圆网里的刮刀架上#色浆经给浆

泵通过刮刀刀架进入圆网中$ 印花时#被印织物随循环运行的导带前进#导带为无缝环状橡胶

导带$ 当导带运行到机头附近处#由上浆装置涂上一层贴布浆或热塑性贴布树脂#通过进布装

置使织物紧紧粘贴在导带上而不致松动$ 圆网在织物上方固定位置上旋转#印花色浆经刮浆刀

的挤压作用而透过圆网孔洞印到织物上$ 织物印花以后#进入烘干设备#导带经机下循环运行#

在机下进行水洗并经刮刀刮除水滴!图 : 7:"#再重复上述印花过程$

圆网印花机根据圆网排列的方式不同#可分为卧式圆网印花机&放射式圆网印花机和立式

圆网印花机$

圆网印花机中的印花刮刀可以是不锈钢刮刀&橡胶刮刀或不锈钢磁棒#为了提高印花产品

的颜色在门幅方向上的均匀性#有些印花生产采用气囊式刮刀$

１

６ ７

８
１２

１１

图４－４ 圆网印花机

１—进布架 ２—压布辊 ３—导带 ４—圆网 ５—刮刀 ６—承压辊 ７—织物

８—烘房 ９—水洗槽 １０—刮水刀 １１—浆槽 １２—落布架

４３２ ５

１０ ９

#"圆网制作!圆网制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印花产品的外观质量和成品的印制效果#感光制

版!)4/$/,*2)4’.3$%+.’("的工艺流程为%

圆网选择 ! 圆网清洁 ! 涂感光胶 ! ""##
##

低温烘燥

来样分色 ! """"""""""""黑白稿准备
!曝光!显影!检查修理!高温焙烘!

上闷头!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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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圆形金属架套在经过选择的镍网两端#把镍网绷紧#然后在镍网上涂上感光胶#低温烘

干#将镍网放在曝光机上#把印花样的分色描样片紧包在镍网上#用感光的方法#制成具有花纹

的圆网$

圆网感光胶中成膜成分为环氧树脂和潜伏性固化剂#光化学反应由重铬酸铵和聚乙烯醇构

成$ 在光照条件下重铬酸铵发生下列化学反应%

B*#C
# 7
D E=;E E@FB;# !""C; @FB;C E#B*@ E ED;#C

三价铬离子与聚乙烯醇络合形成不溶性的络合物胶膜$

喷墨制网是目前国际&国内较先进的一种制网技术#该技术源于数码打印技术的发展$ 根

据喷墨墨水的性质#喷墨制网可分为喷墨制网和喷蜡制网两种$ 它们都是通过喷头直接将墨水

和高温黑色蜡液作为遮光剂#喷射在网上形成花样#解决了传统制网工艺中的拼版接头问题#缩

短了制网工艺#提高了制网精度及速度#减少影响制网质量的生产工序#并且在实现云纹效果等

方面更具强大的优势$

喷蜡制网的工艺流程%

原样稿 ! """""""""""""##
##

电脑分色

圆网选择 ! 圆网清洗 ! 涂感光胶 ! ""低温烘燥
!喷蜡!曝光!显影!修网!高温焙烘$

喷墨制网技术不仅用于圆网花网的制作也用于平网花网的制作#作为一种新型数码加工辅

助技术#其优异的性能使其越来越得到广泛应用$

二$辊筒印花

!一"辊筒印花机

辊筒印花!*/((%*)*’+$’+,"机可分为放射式&立式&倾斜式和卧式等数种#而以放射式使用最

普遍$ 这里主要讨论放射式辊筒印花机的印花$ 放射式辊筒印花机按机头所能安装花筒的多

少#分四&六&八套色等#如图 : 7G 所示$ 辊筒印花的特点是劳动生产率高#印花花纹的轮廓清

晰$ 但由于机械张力较大#一些容易变形的织物#如针织物&合成纤维绸缎等因对花困难而不太

适用$

辊筒印花机印花时#花筒紧压在一只大的承压辊筒上#承压辊筒由生铁铸成#表面包有一层

一定厚度的橡胶或麻毛交织的毛衬布#使之具有一定的弹性$ 在毛衬布的外面还衬垫一层循环

运转的无接头橡皮衬布#橡皮衬布除辅助毛衬布弹性外#还有保护毛衬布不受水和色浆沾污的

作用$

辊筒印花是将印花图案雕刻在铜花筒上#花纹在花筒上是凹陷的#凹纹由均匀的斜线或网

点组成#用以储存印花色浆$ 每只花筒的下面紧靠着装有橡皮的或毛刷的给浆辊#给浆辊浸在

相应的色浆盘中#浆盘中盛有要印制的色浆$ 印花机运转时#色浆被给浆辊从浆盘中带到花筒

表面#花筒旋转时#携带印花色浆#在花筒与承压辊筒接触以前#先与一钢质刮刀相接触#将花筒

平面!未刻花部分"粘附的色浆刮去#而凹陷的花纹处仍然保留色浆$ 这些色浆在与有一定弹

性的承压辊筒接触时#经过承压辊筒和花筒之间轧点压轧#花筒凹纹内的色浆便均匀地压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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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 放射式辊筒印花机机头示意图

１—除纱刮刀 ２—花筒 ３—给浆辊 ４—刮浆刀 ５—给浆盘 ６—印花织物

７—衬布 ８—承压辊筒

４

１

织物上$ 出印花轧点处#花筒上装有黄铜制成的除纱刮刀!小刀"#用以刮除从印花织物表面粘

附到花筒光面的印花色浆#还可以刮除由织物传到花筒上的纱头&短纤维等#防止这些杂质再由

花筒传入给浆盘#沾污印花色浆或堵塞花纹而产生印花疵病$

一只花筒能印一套颜色#如果同时有几只花筒一起印花#则可以印得相应色数#花筒按照一

定的位置互相配合#便能在织物上形成图案$

印花时#印花织物和印花衬布一起送入印花机$ 出印花机机头后#印花织物和衬布随即分

开#印花织物进入机后烘燥部分进行烘干$ 衬布经过烘干#可循环使用数次#然后送到洗涤衬布

的专业设备上充分洗除色浆#重复使用$ 有的印花机设有衬布洗涤装置#印花后#衬布进入洗涤

装置洗涤#经烘干后循环使用$

辊筒印花可以适应各种花型#如细线条&云纹&雪花等花样的印制$ 其缺点是受到印花套色

数和单元花样!印花花样由单元花样连接而成"大小的限制$ 例如#在八套色辊筒印花机上#实

际上一般只能印五六套色的花样#辊筒印花机所用花筒的最大圆周一般为 ::?55#单元花样的

经向尺寸大于 ::?55的就不能用辊筒印花机印制了$

!二"花筒雕刻!%+,*20%"

花筒雕刻工艺主要有缩小雕刻&照相雕刻&电子雕刻和钢芯雕刻四种$ 生产上以照相雕刻

和缩小雕刻的应用最为普遍$ 缩小雕刻能刻制出各种图案和花型#但加工工艺流程较长$ 照相

雕刻生产的花型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层次浓淡匀称&富有艺术性#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劳动强度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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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雕刻的工艺程序为%

! 花样 !
分色描样

!或直接拍摄"! 拍摄单元网纹负片 ! 修片 ! 连晒制正片 !
连晒片涂头""###

###

并划对花线

! 花筒前准备 ! """"""""""""""""""""花筒表面喷涂感光胶层

! 复

片曝光!显影!焙烘!腐蚀!手工修理!磨光!打样!镀铬!磨光$

照相雕刻必须将单元花样分色描在!或直接拍摄"透明胶片上#然后将描绘的单元花样在

照相机!或拷贝机"上制成负片$ 感光后的负片进行显影&定影$ 再将单元花样的负片在连晒

机上经连拍而拼合成与花筒表面积相等的正片$ 将连拍好的正片紧包在涂有感光胶的花筒上#

进行曝光#在光线照射下#感光部分的感光胶发生交联#不溶于水$ 感光后的花筒用温水洗去未

感光部分的感光胶#花筒上就出现花纹胶层$ 花筒再经干燥&焙烘加固后即可送去腐蚀$ 花筒

表面因显影处理铜质裸露#花筒浸入腐蚀液中#就被腐蚀成凹陷花纹$ 腐蚀时#先用稀硝酸腐

蚀#再用三氯化铁或用电解法加深腐蚀#然后将感光胶磨去#花筒腐蚀后要检查#经手工修理&打

样复查后进行镀铬$ 花筒镀铬可延长花筒的使用寿命$ 磨光后即可上印花机印花$

!三"花筒的排列

在放射式辊筒印花机上印花时#每个花筒印制一套颜色的花纹$ 印花图案常是由几套色花

纹构成的#同一个图案的花纹又可分别用不同的颜色印制#俗称色回$ 各套颜色花纹的花筒按

印花先后的次序排列$ 花筒排列的次序直接影响印花效果和对花精确度#花筒排列得好#可以

减少传色#并使对花容易准确$ 花筒排列必须结合花纹的特点和所用的染料色浆的性质等因素

加以考虑$

花筒排列的一般原则如下%

!""保证对花准确$

!#"保证传色少$

!@"保证花纹轮廓清晰$

!:"浆料性质不同#有相互干扰的色浆印花时#容易遭受破坏的色浆排在后面印$

具体安排时还得兼顾色回的变化情况#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花筒排列有困难时#还可以借助雕刻来解决$ 为了对花方便#有时一套色花纹可分刻两个

花筒$ 有时可以采用分线方法解决$ 分线就是将两花纹之间公共线分开#各自向内收缩#或一

个花纹扩大到另一个花纹内$ 在工艺上还可采用防浆印花等方法来解决对花困难问题$ 总之#

花筒的排列必须分析矛盾#采取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以便使印花顺利#提高印花正品率$

三$转移印花

转移印花!$*2+39%*)*’+$’+,"有多种方法#主要用于涤纶织物$ 印花时#将转移印花纸的正面

与被印织物的正面紧密贴合#在一定温度&压力下紧压一定时间#使转移印花纸上的染料升华而

染着到被印织物上#所以也称为气相转移法$ 其他的转移印花方法有熔融转移印花法和剥离转

移印花法#但实际应用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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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转移印花法设备简单#操作简便#转移后不进行蒸化&水洗等后处理#节省能源#又无污

水等问题$
!一"气相转移法用分散染料

气相转移法用的分散染料在转移时必须升华$ 升华牢度越差的分散染料升华性能越好$

转移印花用的分散染料必须在小于纤维软化点的温度以下升华$ 升华温度一般在 "G? >##?H

之间$

分散染料对转移用的纸张要没有!或有很小"亲和力#而对合成纤维却具有较高亲和力#而

且具有足够的日晒牢度和湿处理牢度$ 拼用的染料需具有相同的升华性能$ 染料的得色量要

高#在 #"?H&=?3的转移条件下#在涤纶织物上的上染率最好能达到 I?J$ 染料的温度(转移

率曲线和染料的转移时间(转移率曲线都应选用平坦型的$ 用于转移印花的分散染料主要是

单偶氮及氨基蒽醌结构$
!二"气相转移印花纸张

用作转移印花的纸张#需要有足够的强度#在高温时不发脆#在经受 #??H&@?3或更长时间

的转移处理后#仍保留一定的强度#而且在热处理时收缩性要小$ 分散染料除对纸张的亲和力

要低外#染料在转移时在纸张内的扩散要小$ 纸对染料的转移要没有影响$ 用作转印用的纸

张#最好经高压轧光#增加纸张的致密度并获得光滑的表面$ 纸张需具有一定的可渗透性#使油

墨或其他施加物能透过纸的表面层#但渗透性不宜过高#否则影响图案的清晰度和染料向织物

的转移#并易于使气化染料透过纸张$ 一般推荐使用 GG >=?,K5# !常用 GG,K5# " 的有光牛

皮纸$
!三"气相转移印花油墨

纸张用油墨!’+L"印刷$ 转移印花纸用的油墨是用预先经过研磨或三辊研磨机粉碎成微细

颗粒的分散染料加黏合剂研磨而成$

在油墨中#分散染料分散在水相或溶剂相中$ 油墨中的树脂用作分散染料在纸上的黏合

剂#还可加入添加剂聚乙二醇#以提高染料转移率$

分散染料研磨若不充分#转移纸上会出现色点及条花#但也不宜磨得过细#否则会增加染料

的絮凝作用#使染料粒子在印墨介质中易于溶解#导致在贮藏和使用过程中再结晶#而且也不会

增强转移效果$
!四"印制转移印花纸

转移印花纸的印制方法有凹版印刷法&凸版印刷法&平版印刷法和筛网印刷法四种$ 凹版

印刷法与卧式辊筒印花相似#花纹图案雕刻在印花辊筒上$ 凸版印刷法只是花纹图案以凸纹刻

在橡胶上#此橡胶再包覆在辊筒上而成凸纹印刷辊$ 筛网印刷法可用平版筛网和圆网印花机

印制$
!五"气相转移印花

不同纤维织物气相转移印花的温度和时间不相同#例如涤纶织物为 #?? >##?H&@? >"?3’

变形涤纶织物为 "IG >#?GH&@?3’三醋酯纤维织物为 "I? >#??H&:? >@?3’锦纶织物为"I? >
#??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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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印花设备有平板热压机&连续转移印花机和真空转移印花机$

平板热压机!图 : 78"是间歇式生产#机上有一平台#上部有一可起落的热板#热板温度在

"=? >##?H之间#温度必须均匀$ 转移时#织物与转移印花纸相贴#放在平台上#热板下压#一定

时间后热板自动升起$

图４－６ 平板热压机示意图

卸料 装料

连续转移印花机!图 : 7D"是连续式生产#机器上有一旋转的加热辊筒#织物的正面与转移

印花纸的正面相贴一起进入印花机#围绕在加热辊筒表面#织物外面用一无缝的毯子紧压$

平板热压机及连续转移印花机都可以抽真空使转移在低于大气压下进行$ 例如在连续转

移印花机上#用一表面多孔辊筒代替加热辊筒#即可内部抽真空#而织物和转移印花纸被辊筒吸

住#不需要再用毯子$ 在多孔辊筒外面用红外线加热器供给热能$ 真空转移可采用较低温度和

较短时间的转移条件#使织物获得较好的印透性和柔软的手感$

图４－７ 连续转移印花机

毯子衬纸

花的织物

衬纸

织物

转移纸

使用过的纸

第三节!印花糊料
!""#"D#

印花糊料!)23$%#34/*$$4’.L%+%*3"是指加在印花色浆中能起增稠作用的高分子化合物$ 印

花糊料在和染料&化学试剂调制成色浆之前#一般先在水中溶胀#制成一定浓度的稠厚的糊状溶

液#这种糊状溶液称为印花原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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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花原糊在印花过程中的作用

原糊在印花过程中起着下列几方面的作用%
!""作为印花色浆的增稠剂#使印花色浆具有一定的黏度#保证印花加工的顺利进行#可以

部分地抵消织物的毛细管效应而引起的渗化#从而保证花纹的轮廓光洁度$
!#"作为印花色浆中的染料&化学品&助剂或溶剂的分散介质和稀释剂#使印花色浆中的各

个组分能均匀地分散在原糊中#并被稀释到规定的浓度来制成印花色浆$
!@"作为染料的传递剂#起到载体的作用$ 印花时染料借助原糊传递到织物上#经烘干后

在花纹处形成有色的糊料薄膜#汽蒸时染料通过薄膜转移并扩散到纤维内部#染料的转移量视

糊料的种类而不同$
!:"作为黏合剂$ 以保证印花色浆能黏着到织物上去#经过烘干#织物上的有色糊料薄膜

又必须对织物有较大的黏着能力#不致从织物上脱落$
!G"作为汽蒸时的吸湿剂$
!8"作为印花色浆的稳定剂#延缓色浆中各组分彼此间相互作用$

二$印花糊料的要求

作为印花糊料#必须具备以下一些条件$
!"应具备恰当的流变性!$%&’(’)*+,(-&%,.*’/$"!糊料在水中膨胀或溶解的结果#得到具

有胶体性质的黏稠液体而用作印花色浆的原糊$ 它必须具有合适的流变性#流变性是指流体在

切应力作用下的流动变形性能$ 流体的流变性包括流体的可塑性&触变性和抗稀释性等诸多特

性$ 不同的印花设备#不同的印花工艺和不同的花型特点#需要采用不同流变性的印花糊料$

印花生产中#常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糊料相互拼混#使不同流变性流体间能取长补短#获得适合

不同印花需要的流变特性$
#"应具有一定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在制成原糊后#原糊存放时#不至于发生结皮&发霉&

发臭&变薄等变质现象#在制成色浆后要经得起搅拌&挤轧等机械性的作用#保持糊料的流变性

能不发生显著变化#加入染料&化学助剂时不发生化学变化$
0"本身不具有色素或至多只能略有色素!如果糊料略有色素#那么这些色素应该对所印

的纤维没有直接性#可在其后的水洗过程中洗除#否则会影响印花织物的印花鲜艳度$
1"应使染料保持良好的上染率!糊料使所印的织物具有较高的表观给色量和染料上染

率#随水洗除去的染料要少#染料的利用率要高$
2"在制成色浆后应有一定的渗透性和成膜性

糊料应能渗入织物内部#又能在烘干后的织物表面形成有一定弹性&挠曲性&耐磨性的膜层$

这一膜层要经得起摩擦&辊筒的压轧和织物堆放在布箱中产生的折叠堆压#膜层不脱落&折断$
3"在汽蒸时具有一定的吸湿能力!印后烘干的织物在汽蒸时#蒸汽中的水分将在印花织

物表面冷凝进而被色浆及纤维吸附#糊料的热值高#其吸附的水分较多#吸附水分的多少对于染

料的溶解和向纤维扩散有直接的影响$ 糊料的蒸化吸湿能力和膨化能力因糊料的结构不同而

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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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须具有良好的洗除性!糊料的洗除性又称易脱糊性#糊料在印花汽蒸后要易于洗除#

否则会造成花纹处手感粗硬&色泽不艳&染色坚牢度不良等疵病$
5"成糊率要高#制糊要方便!成糊率即为制取相同黏度的糊料溶液#需要投入的糊料量#

表示不同糊料间的增稠能力大小$ 羟乙基皂荚胶和高黏度海藻酸钠有较高的成糊率#它们在较

低的糊料用量条件下#就能获得较高黏度的胶体溶液’印染胶&淀粉的成糊率则较低$ 低黏度海

藻酸钠的成糊率虽较低#但由于具有含杂低&天然色素少&渗透性好&MNO值较高&抱水性好和成

膜性好等优点#适宜印制涤K棉等要求糊料含固量较高的印花$

三$印花糊料的分类

糊料种类很多#目前大多数是用天然的亲水性高分子物及其变性产物$ 用火油和水乳化成

的乳化体是涂料印花的重要原糊$ #? 世纪 D? 年代初出现的合成亲水性高分子化合物#被称为

合成增稠剂#现已成为一类重要的糊料品种$ 也有用膨润土悬浮体&气液分散体系!泡沫"作为

原糊的$

印花糊料可大致分成以下几个大类%
!""天然亲水性高分子物$ 如淀粉&海藻酸钠&各种树胶&野生植物种子胶以及蛋白质等$
!#"天然亲水性高分子物的变性物$ 如纤维素及淀粉的变性物#也包括海藻酸钠及野生植

物种子胶的变性物$

!@"合成亲水性高分子物$ 如丙烯酸共聚物的钠盐或铵盐以及马来酸酐共聚物的钠盐或

铵盐等$
!:"乳化糊$ 为油和水的乳化体系$

现将主要几类糊料的组成和性质分述于下$

!一"淀粉及其变性产物

常用的淀粉!3$2*.4"有小麦淀粉和玉米淀粉$ 淀粉呈颗粒状#难溶于水#在煮糊过程中#水

分子进入淀粉颗粒#发生溶胀$ 在加热并不断搅拌下#淀粉颗粒破裂形成淀粉糊$

淀粉包括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种$ 直链淀粉是由直链分子组成#由 !7P7葡萄糖剩基

按 "#: 7苷键连接而成$ 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中除直链外#还有许多支链#由葡萄糖剩基以

"#8 7苷键连接而成$ 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比较见下表$

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比较

性!!!能 直 链 淀 粉 支 链 淀 粉

相对分子质量 较低 高

聚合度 #?? >:?? Q"???

糊化力 低 高

结晶性 高 低

溶液稳定性 低 高

遇碘的颜色 深蓝 红或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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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能 直 链 淀 粉 支 链 淀 粉

可溶性 可溶 不溶

与酵素的作用 迅速而完全转化成麦芽糖 不能糖化

含磷量 无 多

各类淀粉中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含量差异很大#例如在小麦淀粉中含直链淀粉 #8J左

右#而糯米粉中绝大部分都是支链淀粉$

淀粉不耐酸#在酸作用下便水解使聚合度降低#原糊变薄$ 水解程度根据酸的性质和作用

条件而定#在低温下弱酸的水解作用不显著#在高温&强酸作用下就相当剧烈$

淀粉糊在贮存过程中会变性#一是由于空气中酶菌的作用#而使淀粉变质$ 变质后会产生

酸性物质#俗称)酸败*’二是由于淀粉糊发生凝胶收缩现象#同时析出水分#这样就丧失了原糊

的特性#不能再用$ 因此#在原糊调好以后#必须加少量防腐剂甲醛等#再在面上放一层冷水#防

止糊料结皮$

淀粉原糊在印花中的优点是%表面给色量高’印花轮廓清晰’蒸化时无渗化现象’印花时不

致造成烘筒搭色’对金属离子的影响较小$ 缺点是%渗透性差#印花的均匀性不好’易洗涤性差#

印花后织物手感偏硬$

印染胶为淀粉的水解产物#其成分与淀粉相似#但聚合度比淀粉低#是将淀粉用热酸&氧化

剂等经过水解或焙炒而成$ 印染胶与黄糊精是相似的淀粉加工制品$ 黄糊精的水解&氧化作用

强烈&色泽深黄’印染胶的水解&氧化作用较弱#颜色较浅$

印染胶原糊的含固量高达 =?J#耐碱#渗透性好#印花均匀$ 印染胶本身因末端潜在醛基

的存在而具有还原能力$ 在汽蒸过程中#不易渗化#印花后又易洗去#又能使染料分散均匀$ 由

它制得的还原染料色浆在放置时色浆中的雕白粉分解较少#蒸化时雕白粉的有效利用率较高$

印染胶原糊的吸湿性很强#在蒸化时易造成搭色#为了提高给色量和减少搭色#一般多掺用一些

小麦淀粉糊#以互补长短$
!二"海藻酸钠

海藻酸钠!3/-’R52(,’+2$%"是海带和马尾藻中的主要成分$ 提取时海带或马尾藻经切碎&

浸泡#然后用海藻质量 8J >IJ的纯碱液使海藻酸成海藻酸钠溶解#滤出海藻酸钠后用漂液漂

白#然后用盐酸沉淀#冲洗#便成为海藻酸凝胶$ 干燥后便成固体#中和后成为海藻酸钠$

海藻酸钠糊的性能为%
!""酸&碱性对海藻酸钠糊有影响#);值在 GS= >"" 之间#海藻酸钠糊比较稳定#);值低于

GS= 时#生成凝胶#);值高于 "" 时#也会形成凝胶$ 海藻酸钠糊夏天易变质#要加入少许防腐

剂如苯酚等$
!#"海藻酸钠糊与大多数金属离子会生成不同的羧酸金属盐类的络合物!除镁离子外"#糊

料产生凝胶$ 此缺点可以在印浆中加入络合剂如 ?SGJ六偏磷酸钠&酒石酸钾&酒石酸钠等加

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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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酸钠具有强的阴荷性#因此与阳离子化合物质相遇容易凝结#如阳离子性的甲

壳质$

海藻酸钠糊印花时给色量高’糊料渗透性良好’印制精细花纹轮廓清晰#块面得色均匀’因

糊料溶解性好#印花后易于洗涤#印花织物手感柔软’在印花时粘附花筒及筛网的糊料也易于洗

除#该糊料常用于活性染料印花$
!三"种子胶及其衍生物

皂荚是我国北方的槐豆类植物$ 将皂荚仁磨碎成粉!称为皂仁粉"#并经焙炒#就可以加工

成印花糊料$ 皂荚粉本身的糊化能力很小#不太适宜于印花用$ 印花时常用其醚化物$ 醚化有

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一氯醋酸醚化制成羧甲基皂荚胶’另一种是用氯乙醇或环氧乙烷醚化成羟

乙基皂荚胶#工厂中俗称的合成龙胶#就是用皂仁粉与乙醇&氯乙醇&烧碱反应而得$ 成品的 );

值为 D >I#制成 #J的溶液其黏度不小于 D??5M2+3$

羟乙基皂荚胶糊耐酸性较好#而耐碱性则较差$ 应避免用于强碱性的印浆$ 它对硬水和其

他金属离子很稳定#不会与之络合#因此#适宜于色基和色盐的印花$ 该原糊的易洗涤性尚好#

印花后手感较软#给色量中等$
!四"乳化糊

乳化糊!%5R(3’/+ $4’.L%+%*"是两种互不相溶的液体#在乳化剂存在下#经高速搅拌而成的

乳化体#其中一种液体成为连续的外相#而另一种液体成为不连续的内相$ 乳化糊有两种%一种

是油分散在水中#称为油K水型!CKT"’另一种是水分散在油中#称水K油型!TKC"$ 用于印花

的乳化糊以油K水型比较适宜#因为印花容器的清洁工作比较容易$

涂料印花色浆常用的乳化糊习称 U邦糊#其配制处方为%

平平加 C!!!!!!!!!!!@ >:L,

热水 !

冷水 "

火油 D? >=?L,

合成 "??L,

为了提高乳化糊的稳定性#乳化时常加入海藻酸钠&羟乙基皂荚胶溶液等保护胶体$

乳化糊配制的印花色浆#易于刮浆#花纹轮廓清晰#印花均匀性&渗透性好$ 由于色浆含固

量低#印花织物手感柔软$ 乳化糊除适用于涂料印花外#还适用于一般染料的印花#但由于其含

水量少#染化料溶解较难#染料上染也较缓慢#而且乳化糊黏着力低#因此在一般染料印花时#往

往和其他原糊合用#以调节糊料的流变性和印花性能$
!五"其他糊料

!"膨润土!膨润土!V%+$/+’$%"是一种天然矿物质#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还有氧化铝&氧

化铁&水分等$ 用作糊料的膨润土有红泥和白泥两种#但必须经过精心的筛滤加工#才能使用$ 膨

润土糊料可用于丝绸印花#但其黏着力低#印花后易产生脱落现象#一般与海藻酸钠糊拼用$
#"龙胶!龙胶!,R5-*2,/+"是一种多聚糖醛酸化合物#是紫云英类灌木分泌的液汁#收集

后加以干燥而成$ 龙胶的成糊率高$ 龙胶糊在印花中印制性能良好#对有机酸&淡碱以及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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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的稳定性也较好#常与小麦淀粉糊混合使用$ 龙胶的价格昂贵#我国近年来多用羟乙基皂

荚胶!也称合成龙胶"来代替$
0"纤维素衍生物!主要有羧甲基纤维素和甲基纤维素#羧甲基纤维素是由碱纤维素与一

氯醋酸反应制得#甲基纤维素是由碱纤维素与一氯甲烷反应制得$
1"合成糊料!合成糊料!3A+$4%$’.$4’.L%+%*"于 #? 世纪 D? 年代初问世$ 它们一般都是高

分子化合物#在水中成胶体状#成糊率很高#印花得色鲜艳$ 目前主要用于涂料印花#或部分代

替乳化糊#以减少或避免由于使用石油溶剂而引起的安全&污染等问题$ 合成糊料有多种品种#

其性能随化学组成变化很大$ 按结构可大致分成线型和轻度交联型两类$ 从单体组成来看#主

要是马来酸酐&丙烯酸!B;$$# B;(BCC;"&甲基丙烯酸,B;$$# B!B;@"(BCC;-以及其他含

羧基的不饱和单体和丙烯酸酯&醋酸乙烯酯&丁二烯等的共聚物$

四$糊料的流变性概述

!一"原糊的流变性质

印花效果和色浆的流变性密切相关$ 流变性是流体在切应力作用下的流动变形特性$ 对

印花原糊的流变性研究较多的是原糊在不同切应力!!"作用下黏度与切变速率!-#K-!"的变化

关系#即原糊在不同切应力作用下的黏度变化情况$ 印花色浆中除了原糊外#还含有染料或颜

料以及各种化学药剂#一般来说#色浆的流变性主要决定于原糊的流变性$

流体受到外力或因自身重力的作用会发生流动$ 流动速率随流体内部分子间的阻力!或

称内摩擦力"大小而变化#阻力大#流动速率低#反之就高$ 流体流动的内部阻力大小表现为流

体的黏度$ 设一液层对距离为 !的另一平行液层相对流动的速度为 ##为克服阻力需施加的单

位面积切应力!34%2*’+,3$*%33"为 !$ 即 !W$%&!$为切面积 &受到的切向应力"$ 流体层间的

速度变化用速度梯度!0%(/.’$A,*2-’%+$" !""表示#称为剪切速率#"W-#K-!$

流体层流特征如图 : 7= 所示$ 切应力和剪切速率的关系为%

!W#-#
-!W#"!或!"W!

#
式中%#(((流体黏度!0’3./3’$A"$

图４－８ 流体层流示意情况

Ｆ—切向应力 Ａ—切面积 ｘ—距离

ｘ

Ａ Ｆ

将切应力 !对剪切速率 "的关系作图#可得到流体的

流变曲线$

对低分子物流体或一些高分子稀溶液来说#黏度不随

切应力而变化#在给定温度和压强下黏度是常数#将 !对

-#K-!作图为一直线关系#这种流体称为牛顿型流体#其黏

度称为牛顿黏度$ 对印花原糊来说#切应力和剪切速率不

成直线关系#即黏度随切应力而变化#这样的流体称为非

牛顿型流体#其黏度称为非牛顿黏度$

典型的几种流变曲线如图 : 7I 所示#图中曲线 " 为典型的牛顿型流体的流变曲线#曲线 #

和曲线 @ 在低于一定的切应力!!?#!X?"时#流体不发生流动#高于切应力!!?#!X?"后才开始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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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切应力称为屈服值$ !和 "可成线性或非线性关系#呈线性关系的称为塑流型流体#一些油

墨&油漆属这种类型的流体$ 呈非线性关系的称为黏塑型流体#小麦淀粉原糊就有这种性质$

曲线 @ 流体在受到切应力大于 !Y以后#流体由黏塑型流体变为塑流型流体$ 曲线 : 表示在受到

切应力时就开始流动#但流变曲线的斜率随切应力增加而减小#即黏度随切应力或剪切速率增

大而不断减小#剪切速率降低后#黏度随之而增高#这种流体称为假塑流型流体#大多数中等浓

度的高分子溶液#以及大部分印花色浆属这种类型的流体$ 曲线 G 和曲线 : 正好相反#曲线斜

率随切应力增加而增大#即黏度随切应力或剪切速率增大而不断增加#这种流体称为触稠型流

体#一些高浓度的颜料浆&膨润土浆的流动有触稠现象$

０ τ″τ′０τ′ ０τ τ′ τ′０ τ″ τ

２

１

３
４５

３
５４η

１

２

γ

切应力与剪切速率的关系 表观黏度与切应力的关系

图 ４－９ 流体的流变曲线

上述各类非牛顿型流体的流变曲线可分别用公式表示$

塑流型%

"W"
#2
!!7!?"

假塑流型%

"W"
#2
!’!’ Q"

黏塑流型%

"W"
#2
!!7!(?"

’!’ Q"

触稠流型%

"W"
#2
!’!? Z’ Z"

式中%!X?(((切应力屈服值’

#2(((在测定条件下的表观黏度’

’(((结构黏度指数$

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分散体系#如印花原糊和色浆的表观黏度#绝大多数是随着切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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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增加而降低的#并非是一个常数$ 其主要原因在于原糊中的高分子物具有链状结构#有些

还有支链结构#这些链和链之间的网状结构包藏了大量的溶剂#构成了溶剂化胶体#同时在糊料

大分子链之间存在范德华力或氢键作用#从而在黏稠的胶体中增大了流体层和层之间的内摩擦

力#形成了结构黏度$ 所以#胶体溶液经过测量得到的表观黏度应该是牛顿黏度和结构黏度

之和#即 #2W#+ E#.$ 其中 #+ 是流体的牛顿黏度#为常数#而 #.是流体的结构黏度#在受到

切变应力的作用后#糊料大分子链的溶剂化作用被破坏产生自由水分#同时高分子链和链之

间的网状结构受机械作用#开始向某一特定的方向运动#使分子链间范德华力或氢键作用被

破坏#流体层和层之间黏滞阻力!内摩擦力"降低$ 从而使 #.值下降甚至消失#因此 #.不是

一个常数$

有些原糊的表观黏度不但随切应力增加而降低#而且还与施加切应力时间长短有关$ 在恒

温条件下#加以一定的切应力#它们的剪切速率在开始时比较小#随着时间延续#剪切速率会渐

渐增加$ 去除切应力以后#会逐渐回复成原来的状态$ 这种黏度在等温条件下与时间有依赖关

系的可逆变化称为触变性$ 触变性流体的流变曲线如图 : 7"? 所示$

图 ４－１０ 触变性流体的流变曲线

０

γ

τ

在图 : 7"? 的流变曲线图中#流变曲线的滞

后!超前"曲线的形状#决定于曲线上行和下行

时#切向应力施加或递减的速率#当速率极慢时#

流体可不呈现触变现象#得到的是图中以虚线标

出的平衡曲线$ 流体触变性的大小#是以上行曲

线和下行曲线所包围的面积来表示的#面积越

大#则流体的触变性越大$

流体的触变性#主要是由其结构黏度引起

的$ 结构黏度可因机械影响!如搅拌&印花刮

浆&花筒挤压"或温度变化!如加热"而减小或消

失#也可因施加的影响消除!如色浆静置一段时

间&冷却"而回复$ 回复过程中#流体的流变曲

线并不一定循原来曲线的轨迹#但最终仍可以回

复成原来流体的表观黏度#这种现象常可重复地演变$

影响流体触变性大小的因素有%
!""分散体系的本性$ 牛顿型流体无触变性#其他类型的分散体系#由于结构黏度的存在

或多或少地都存在触变现象#结构黏度大的分散体系其触变性大$
!#"分散体系中分散质的含量$ 分散体系中分散质的含量#对印花原糊来说即是原糊的浓

度#浓度低的其触变性小$ 例如 :J以下的皂荚胶#其触变性极小#到 8J以上时#则该原糊的触

变性变大$
!@"切应力的作用幅度$ 切应力的作用幅度增大#同一分散体系的触变性变大$ 如图 : 7

"" 所示$

印花原糊&色浆的流变性能#对其印花性能有很大的影响#根据印花原糊&色浆的流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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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黏度曲线#可以预测该原糊在实际印花过程中的印花性能$ 在实际生产中常用印花黏度指数

来表示流变性$ 印花黏度指数简称 MNO值#也称 MNOP$ 测定方法是#采用回转式黏度计测取同

一原糊在相同转子转速分别为 "??*K5’+ 与 "?*K5’+ 时的黏度比值#即 MNO值 W#"?? K#"?’若选用

同一种转子在 8?*K5’+ 及 8*K5’+ 两种转速下#分别测取原糊的黏度#则 MNO值 W#8? K#8$ 必须

说明的是#这两种不同条件下测得的 MNO值是不同的#因此在做比较时必须注明实验的转速$

印花原糊和色浆的 MNO值在 ?S" >"S? 之间#MNO值为 " 时#是牛顿型流体$ MNO值越小#则原糊

的结构黏度越大#结构黏度指数也越大$ MNO值与结构黏度指数的关系近似符合下式%

MNO值 W"?
" 7’
’

小麦淀粉&龙胶&结晶树胶&甲基纤维素&羧甲基淀粉钠和羧甲基纤维素糊的结构黏度指数

都很高!即 MNO值很低"#而印染胶糊的结构黏度则较低!MNO值较高"$ 阿拉伯树胶糊的 MNO

值很高#接近 "#近似牛顿型流体$ 海藻酸钠糊的 MNO值也较高#特别是低黏度的海藻酸钠#通

常认为属于牛顿型流体$

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为了获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常选用两种原糊#取长补短进行拼混使用$

例如#小麦淀粉的渗透性和印花均匀性差#为了改善印花均匀性#可以与印花均匀性良好的印染

胶糊或海藻酸钠糊混合使用$ 油K水型乳化糊和海藻酸钠糊混合使用#不但可以增加乳化糊

的胶体稳定性#而且可增进乳化糊的渗透性$ 即使同类的糊料#也可采用几种来源的原料混

用#例如国外有些海藻酸钠商品是取不同产地的海藻加工制得的#所制成糊料的印花性能比

单一产地的海藻钠糊要好$ 混合糊的黏度不是它们原来黏度的简单平均值#与它们的混合

比不呈线性关系#大多数是低于原来任何一种糊的黏度#少数也可能比原来的高#这决定于

原糊的性质和相容性$ 图 : 7"# 为小麦淀粉糊和黄糊精&龙胶&阿拉伯树胶糊拼混糊黏度与

混合比的关系$

０ τ

γ

０ 混合比

η

图 ４－１１ 切应力的作用幅度与流体触变性的变化 图 ４－１２ 小麦淀粉糊和黄糊精、龙胶、阿拉伯

树胶糊拼混糊黏度与混合比的关系

混合糊的黏度不等于原来两种糊黏度的平均值#这表明混合后两种糊料之间发生相互作

用$ 一般来说#水合能力强的糊料分子可夺去水合能力弱的糊料中的水分子#使它溶胀程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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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黏度随之降低$ 两种都带负电荷的糊料分子#例如海藻酸钠和羧甲基纤维素钠#由于分子之

间存在静电斥力#相互作用较小#所以拼混后黏度变化不大$

混合糊的黏度虽然与混合比不呈直线关系#但大多数混合糊的 MNO值与混合比呈直线关

系#而且混合组分越多#这种关系越为明显$ 因此#混合糊的 MNO值可以从每种糊的 MNO值和它

们的含量近似地求得%

!MNO"2V W
!MNO"2[)2E!MNO" V [)V

)2E)V

式中%!MNO"2(((2糊的 MNO值’
!MNO" V(((V 糊的 MNO值’

)2(((2糊的质量’
)V(((V 糊的质量$

小麦淀粉糊和羧甲基纤维素钠糊的混合比与 MNO值的关系如图 : 7"@ 所示$

图４－１３ 小麦淀粉糊和羧甲基纤维素钠糊的混合比与ＰＶＩ值的关系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５

０
８０ ４０６０ ２０
２０ ６０ ８００ ４０

混合比

１００
０

羧甲基纤维素钠糊
小麦淀粉糊１００

Ｐ
ＶＩ

值

!二"印花糊料的印花适应性

如前所述#各种印花糊的流变性差异很大#什么糊料的流变性最适合#或者说不同的印花方

式&图案以及印不同纤维的纺织品应选用怎样流变性的印花原糊#这是印花工作者最为关心的

事情$

印花方法主要有辊筒&平网&圆网以及纸版印花等$ 在手工筛网印花过程中#要求色浆在刮

前静止在筛网上!不能产生)淌浆*现象"#色浆在刮浆时受切应力作用后#黏度应迅速下降#透

过网孔并进入织物的毛细管中#切应力去除后色浆应立刻回复原来的黏度#因此应选用假塑型

色浆为宜#这种印花方法最常用的原糊是淀粉&海藻酸钠以及变性种子胶等$ 辊筒印花机印花

时#色浆受到强烈的刮动和挤压的机械力作用#切应力和剪切速率都很高#一般宜选用黏度相对

较低的糊料#常用的印花糊有海藻酸钠&印染胶以及变性种子胶制得的糊$ 自动平网和圆网印

花的刮浆速度介于上述两种之间#刮浆时色浆受到的切应力和剪切速率也在上述两种之间#所

以需要选用流变性介于上述两种之间的糊$ 常用印花糊有海藻酸钠&变性种子&羧甲基纤维素

钠以及其他天然糊料的变性产物$

上述四种印花方法的色浆具有的黏度和 MNO值要求大致有以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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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方式%辊筒印花!!圆网印花!!平网印花!!手工印花

!!黏度% !""""""""""""""""""""小 大

!MNO值% %""""""""""""""""""""大 小

花型或图案特征不同#色浆的流变性也应不同$ 一般来说#色浆的黏度高#MNO值低#容易印

得清晰的花纹#反之较差$ 所以印制线条&小花等精致花纹时#应选用 MNO值较小#触变性较强和

黏度较高的色浆$ 而印制大块面&满地花的花纹#或者要求印透性和印花均匀性好的产品#则应

小花
图案

中花
图案

大花
图案

疏水纤维

亲水纤维

大←ＰＶＩ值→小

图４－１４ 图案特征、纤维性质和织物组织

结构与色浆黏度和ＰＶＩ值的关系

糊
料

浓
度

黏
度

选用 MNO值较高#触变性较弱和黏度较低的色浆$

此外#纤维性质和织物组织结构不同#色浆的流

变性也应不一样$ 例如#印亲水性强的天然纤维纺

织品或印浆易渗透的蓬松纺织品#以选用含固量低#
MNO值较低和黏度较低的色浆为宜#以利于色浆对

纺织物润湿&渗透$ 相反印制疏水性纤维纺织品或

色浆较难渗透的紧密织物#则以选用含固量高#MNO

值较高和黏度较高的色浆为宜#通常选用糊精&低黏

度海藻酸钠及某些变性淀粉糊作糊料$ 上述关系可

粗略地由图 : 7": 表示$ 这种关系不是绝对的#有

些因素也是相互制约的#实际应用时应根据具体情

况加以平衡来选用糊料$

第四节!织物直接印花
!"7:"="I#

直接印花是将含有染料&糊料&化学药品的色浆

印到白布或染有地色的织物上#印花之处染料上染#获得各种花纹图案’未印花之处#仍保持白

地或原来的地色#印染色浆中的化学药品与地色不发生化学作用$ 这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印

花方式$

一$活性染料直接印花

活性染料直接印花是纤维素纤维织物最常用的印花工艺#也用于粘胶纤维织物&蚕丝织物

的印花$ 其色谱较广#湿处理牢度较好#印花成本低#印制方便#均匀性佳#为各印染厂所采用$

活性染料还可以与不溶性偶氮染料&快磺素染料&涂料等共同印花$ 但一些活性染料的氯漂牢

度和气候牢度较差#一般活性染料固色率不高#容易造成浮色#沾污白地$

活性染料的性能因活性基团和染料母体的不同而异$ 目前常用于直接印花的有一氯均三

嗪&乙烯砜&卤代嘧啶等活性基的染料#在涤棉混纺织物上还有用膦酸基活性染料的$ 用于印花

的活性染料必须适应印花的要求#例如溶解度要大#直接性要小#递深性和固色率要高#以及印

浆要稳定等$ 因此#有些染料厂商在染料尾称中加有专门符号#以标明该染料特别适用于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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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递深性#就是指印浆中染料浓度提高时#印花表观色泽深度递增的性能$ 有些染料在浓度

提高到一定数量后#表观色泽深度的递增不显著#这样的染料递深性差#不适宜于印制浓色

花纹$

活性染料印花时可将碱剂&染料&原糊和其他添加剂一起组成印花色浆#印花后经汽蒸或焙

烘使染料与纤维反应#再将未固色染料洗去#这种方法称为全料法!2((1’+15%$4/-"#俗称一相法$

另一种方法是将染料与原糊调制成色浆#印花烘干后#再轧碱#短蒸!9(23412,%’+,"固色#也可经

IG >I=H电解质浓度高的烧碱溶液浸渍或轧碱堆置固色#这些方法称为两相法!$6/1)423%5%$41
/-"或两步法!$6/13$2,%5%$4/-"$ 通常使用最普遍的是全料法和轧碱短蒸的两步法$

!一"一相法印花

印花工艺过程%印花半制品!印花!烘干!蒸化!水洗!皂洗!水洗!烘干$

印花色浆处方举例%

活性染料!! !!!!!!!!!!!!!

尿素 @ >"G,

防染盐 \ ",

海藻酸钠原糊 @? >:?,

小苏打!或纯碱" " >@,

加水合成 "??,

印花用的活性染料主要是 ]型&]̂ 型活性染料#_型活性染料也有应用#‘型活性染料应

用较少$ ]型活性染料反应活泼性低#用它配制的色浆比较稳定$ ‘型活性染料反应活泼性

高#容易水解#制成的色浆稳定性差#为补充色谱不足时偶尔也有应用$ 选择染料时还要注意染

料的固色率和对纤维的直接性#固色率低&直接性高的染料#在印后水洗过程中会造成织物

沾污$

一般活性染料与纤维素纤维的反应#是在碱性介质中进行的$ 反应性较高的活性染料宜用

小苏打为碱剂#它的碱性较弱#配制的色浆较稳定#可减少染料的水解#在汽蒸或焙烘时分解成

纯碱#织物上色浆的碱性升高$ 磷酸三钠&三氯醋酸钠也可作为一相法印花碱剂$ 反应性低的

染料可用碱性较强的纯碱为碱剂$ 反应性高的活性染料可用两步法工艺#避免在碱性条件下色

浆的不稳定$

活性染料能与淀粉&龙胶等多糖类原糊中的羟基反应#降低染料的固着率#同时还会使原糊

不易洗尽#导致织物手感发硬$ 海藻酸钠是比较理想的糊料#不易与染料反应’遇硬水生成海藻

酸钙#糊料凝胶化#其流变性发生变化#影响印花#为此在海藻酸钠原糊中通常加有六偏磷酸钠

以络合钙&镁离子$ 在印花生产中海藻酸钠糊常与乳化糊拼混成半乳化糊#使糊料的流变性能

发生改变以适应印花加工的需要$

色浆中加入尿素可帮助染料溶解$ 尿素又是良好的吸湿剂#能促使纤维溶胀#提高染料的

固色率$

防染盐 \ 是间硝基苯磺酸钠#它是一种弱氧化剂$ 它的作用是防止染料在汽蒸或焙烘时受

还原性物质的影响造成色光萎暗或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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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浆时#先用冷水将染料调成浆状#将用水溶解的尿素溶液倒入染料中#使染料充分溶解$

将溶解好的防染盐 \ 溶液加入海藻酸钠糊中#然后将染料溶液滤入糊中搅匀#冷却到 @?H以

下#临用前加入小苏打或纯碱溶液$

织物印花烘干后#可经汽蒸或焙烘使染料固色$ 最常用的是在蒸化机中 "?? >"?#H汽蒸

D >=5’+#蒸化工艺随染料反应活泼性而定$ 若用 "@? >"8?H的过热蒸汽汽蒸#则只需 "5’+$

活性染料还可以用焙烘法固色#焙烘条件是 "G?H&@ >G5’+$ 在汽蒸或焙烘过程中#染料由色

浆转移到纤维表面#并扩散入纤维内部#与纤维反应生成共价键结合$

活性染料固色后#印花织物要充分洗涤#洗除织物上的原糊&助剂&水解染料和未与纤维反

应的染料等$ 一般活性染料固色率不高#未与纤维反应的染料在洗涤时溶落到洗液中#当洗液

中染料浓度较高时#能被纤维吸附而沾污织物$ 因此洗涤时#通常先用大量冷水冲洗#洗液迅速

排放#然后再热水洗&皂洗和水洗$
!二"两相法印花

色浆中不加碱剂#织物经印花烘干后进行轧碱短蒸固色#这样可提高色浆的稳定性#同时织

物印花烘干后在堆放过程中不会产生)风印*疵病$

印花色浆处方举例%

活性染料!!!!!!! !

尿素 @ >"G,

防染盐 \ ",

原糊 @? >G?,

醋酸!@?J" ?SG,

加水合成 "??,

调浆时#先将染料和尿素混合#加水溶解#然后加入稀释后的醋酸#滤入原糊中#最后加入防

染盐 \$

使用的原糊在碱溶液中应能凝固#以防止染料在轧碱时溶落或花纹渗开$ 常用的原糊有海

藻酸钠和甲基纤维素$ 如全部使用遇碱能凝固的原糊#会妨碍碱液对印花色浆的渗透而使染料

固色率下降#因此通常采用混合糊料印花$

轧碱液处方举例%
!! 烧碱!@?J" !!!!!! @?,

纯碱 "G?,

碳酸钾 8?,

淀粉糊 "??,

食盐 "G >@?,

加水合成 "???,

碱液中食盐是防止染料轧碱时溶落#加淀粉原糊#可增加碱液黏度$ 轧碱方式常采用面轧

!织物正面向下"或一浸一轧$ 轧碱后的织物立即进入短蒸蒸化机#于 "#? >"@?H汽蒸 @? >
G?3#使染料在强碱性下快速固色$ 汽蒸时间太长或太短#都会使固色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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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原染料直接印花

还原染料有色泽鲜艳&色谱较全&染料牢度优良&印花色浆稳定&拼色方便等优点#除用于直

接印花外#还常用作拔染印花的着色拔染染料$ 印花时#一般都用粉体还原染料!如细粉状或

超细粉状"#若染料颗粒不够细时#必须将染料与甘油等助剂及适量的水#在研磨机内进行研

磨$ 还原染料直接印花工艺有全料法和轧碱短蒸法$
!一"全料法印花

全料法印花是将染料&还原剂&助剂和原糊一起调制成的印花色浆#印在织物上#烘干后#进

行还原蒸化$ 蒸化时#染料被还原成隐色体而上染纤维#然后进行水洗&氧化&皂煮&水洗$

全料法印花使用的还原剂必须稳定#在汽蒸时能发挥较强的还原性$ 最常用的还原剂是羟

甲基亚磺酸钠#俗称雕白粉#分子式是 ;CB;#\C# 2̂+#;#C#商品中含量约为 I?J >IGJ#遇酸

分解#在常温下较稳定#蒸化时发生分解#具有较强的还原能力$

全料法印花色浆中使用的碱剂有碳酸钾&纯碱和烧碱$ 最常用的是碳酸钾#它的溶解度比

纯碱大#吸湿性较好#有利于印花后还原染料的蒸化$ 纯碱也可以使用#但溶解度较小$ 预还原

法制备色浆时用烧碱作碱剂#有利于染料的还原与溶解$

在印花色浆中还需加入一些助剂#如甘油&尿素#可增加印浆在蒸化时的吸湿性#有助于隐

色体的溶解和扩散#提高染料的固着率$ 类似的助剂还有硫二甘醇&溶解盐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拼混使用$

全料法印花常用原糊为印染胶#糊料自身具有还原性&耐碱性#用它调制色浆可减少还原剂

消耗#保证汽蒸时还原染料能充分还原$ 由于印染胶吸湿性较强#在蒸化时会造成花纹渗化#因

此常与淀粉糊拼用$

用雕白粉制成的还原染料印花色浆比较稳定#为了便于使用#可以事先按印花最高浓度调

制成基本色浆#使用时将基本色浆用冲淡糊稀释到所需的色泽浓度后应用$ 还原染料基本色浆

的制备方法有预还原法和不预还原法$ 颗粒较大的粉状染料可以用预还原法制备印花色浆#一

般染料可用不预还原法制备印花色浆$

全料法印花后#织物须经烘干&透风冷却过程#随后进行蒸化$ 印花后烘干时间不宜太长#

温度不宜太高#同时堆放的环境湿度和温度也不宜太高#时间不宜太长#否则雕白粉会发生分解

造成还原剂损失$ 印花织物的蒸化是在还原蒸化机中进行的#蒸化温度为 "?#H#时间为 D >
"?5’+$ 蒸化时#纤维&碳酸钾和甘油吸湿#雕白粉发生分解#使还原染料充分还原成隐色体而溶

解#然后上染纤维$ 蒸化机内应尽量排除空气#避免雕白粉的损失$

印花织物蒸化后冷却#即进行水洗&氧化&皂煮&水洗和烘干$ 多数还原染料隐色体在冷水

淋洗&透风过程中即可被氧化’少数难氧化的染料则须浸轧过硼酸钠&过氧化氢等氧化剂#例如

过硼酸钠 "?,Ka#室温浸轧后透风 #? >@?3#使还原染料隐色体氧化$ 氧化后经充分皂煮#可以

调整色光#提高花色鲜艳度#洗除浮色#提高色牢度$
!二"轧碱短蒸法印花

轧碱短蒸法是将染料和原糊制成色浆#印花烘干后#浸轧还原剂与烧碱组成的溶液#立即进

入蒸化机中进行快速蒸化#染料被还原上染纤维#然后进行氧化&皂煮&水洗$ 轧碱短蒸法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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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便#因色浆中没有还原剂和碱#印花后烘干的织物可以长时间堆放而不会影响染料的固

着率#而且得色鲜艳#还能节约蒸汽$

为了防止印花图案在轧碱时发生沾污&渗化和汽蒸时的搭色#原糊宜选用遇强碱&浓电解质

会呈凝固状态的原糊#如海藻酸钠糊&甲基纤维素糊$ 但全部使用这些原糊#会阻碍还原剂的渗

透和染料的扩散#从而降低染料的固着率或摩擦牢度$ 因此#常与遇碱不致凝固的原糊拼混使

用#如小麦淀粉糊&龙胶糊等#一般以等量混合$

浸轧还原液方式也需注意#常用面轧方式#织物正面向下#与轧辊接触#或用一浸一轧方式$

印花织物与还原液接触时间宜短$

印花色浆处方举例%

还原染料!浆状"!!!! G >"?,

硫二甘醇 8,

拉开粉 ?S@,

原糊 !

加水合成 "??,

还原液处方举例%

烧碱!@?J"!!!!!!!! G# >8#5a

保险粉 8? >=?,

加水合成 "a

浸轧后立即进入短蒸蒸化机#于 ""G >"#?H过热蒸汽中汽蒸 #?3左右#然后水洗#氧化#皂

煮#水洗和烘干$

三$直接染料直接印花

直接染料直接印花目前在粘胶纤维织物上应用比较广泛$ 直接染料对粘胶纤维的直接性

较大#色谱齐全#色浆稳定#价格低廉#工艺简便’但是#产品的色泽和鲜艳度不高#湿处理牢度较

低#通常在印花后水洗时用固色剂处理#以提高湿处理牢度$

直接染料在粘胶纤维织物上的直接印花#一般用平版筛网印花机#也可以用辊筒印花机

进行$

粘胶纤维织物平版筛网印花色浆处方举例%

直接染料!!!!!!! !

尿素 8 >=,

淀粉糊 8G >DG,

加水合成 "??,

调浆时#染料与尿素先用少量水调成浆状#再加入热水使其溶解#然后滤入糊内#充分搅匀$

织物印花烘干后#用圆筒蒸箱蒸化#箱内蒸汽压力 8S=8 ["?: >=S=# ["?:M2!?SD >?SIL,9K
.5#"#蒸化时间为 :? >G?5’+$ 然后水洗&固色&水洗$ 必要时可用淀粉酶加快退浆#退浆处理

可以在固色前进行#也可以在固色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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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散染料直接印花

涤纶是聚酯纤维#是由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缩合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 分散染料是涤纶织

物印花用主要染料#印花方式以直接印花为主#防染印花&拔染印花也有应用$ 涤纶印花织物主

要有涤纶长丝织物和涤棉混纺织物$ 印花对所用分散染料的升华牢度和固色率比染色有更高

的要求$ 一般选用中温型!热熔温度 "DGH以上"和高温型!热熔温度 "I?H以上"固色的染料为

宜#低温型固色的染料一般不宜使用$

涤棉混纺织物印花色浆处方举例%

分散染料!!!!!!! !

尿素 G >"G,

释酸剂 ?SG >",

氧化剂 ?SG >",

原粉糊 "

水 *

合成 "??,

调浆时#先将分散染料用冷水调匀#加入原糊搅拌均匀#再加入尿素&氧化剂溶液搅拌均匀$

为加速蒸化时纤维对染料的吸附&扩散#色浆中需加入尿素$ 尿素还可防止某些含有氨基的分

散染料的氧化变色$ 印花色浆中应加入防染盐 \ 或氯酸钠等氧化剂#以防止染料在蒸化时被还

原而变色$

在碱性条件下高温长时间蒸化#染料有可能因水解而变色’某些含有羟基的分散染料#在

);Q"? 时还能离子化而使染料变色#某些含有氨基的分散染料可能被氧化或离子化而变色$

所以印花色浆的 );值应严格控制#一般可加入不挥发且无还原性的酸性物质#如磷酸二氢钠

等控制 );值在 :SG >8$

涤纶是疏水的热塑性纤维#表面光滑#印制不易均匀#选用的原糊应有良好的黏着性能&渗

透性和易洗涤性$ 印在织物上所成的色浆膜还应具有良好的柔顺性#以免浆膜脱落$ 印花烘干

后#可采用高温高压蒸化法!;M\"&热熔法!b\"或常压高温蒸化法!;b\"进行固色$

高温高压蒸化!;M\"法固色是织物印花后在密封的高压汽蒸箱内#在 "#G >"@GH温度下#

蒸化约 @?5’+#汽蒸箱内的蒸汽过热程度不高#接近于饱和#所以纤维和色浆吸湿较多#溶胀较

好#有利于分散染料向纤维内扩散#水洗时浆料也易洗除$ 用 ;M\ 法固色#染料的给色量较高#

织物手感较好#可适用易变形的织物!如仿绸制品及针织物"等的固色$ ;M\ 法是间歇式生产#

适宜于小批量加工$

热熔法!b\"固色的机理和方法基本上与热熔染色的相同$ 为了防止染料升华时沾污白

地#同时又要求达到较高的固色率#热熔温度必须严格按印花所用染料的性质进行控制#热熔时

间一般为 " >"SG5’+$ 固色是否均匀#不但取决于温度是否均匀#还取决于喷向织物的不同部

位的热风流速是否均匀$ 因为热熔法是干热条件下固色#对织物的手感有影响#特别是对针织

物的影响更为明显$ 热熔法不适用于弹力纤维织物$

常压高温蒸化固色法!;b\"以过热蒸汽为热载体#和热熔法固色相比较#高温型分散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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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色温度可降低至 "DG >"=?H#因此可供选用的染料比热熔法为多#但蒸化固色时间较长#

约需 8 >"?5’+$ 用过热蒸汽进行固色比用热风更有利#因为织物上印花色浆是在蒸汽压为

一个大气压的过热蒸汽的环境中#容易保留溶胀糊料的水化水!水化水不像自由水那样容易

挥发"#在湿热条件下#纤维较易溶胀#这就有利于分散染料通过浆膜转移到纤维#同时过热

蒸汽的热容比热空气的大#蒸汽膜的导热阻力比空气膜的小#使织物的升温较快#温度也较

稳定$

五$涂料直接印花
!G"I#

颜料印花俗称涂料印花! )’,5%+$)*’+$’+,"$ 它是将黏合剂和均匀分散的涂料印制在织

物上#再经过焙烘等后处理#黏合剂在织物上形成树脂薄膜#将颜料机械地黏着在纤维上的

印花方法$ 涂料印花不存在对纤维的直接性问题#适用于各种不同纤维织物和混纺织物的

印花$

涂料印花工艺简便#色谱较广#拼色方便#所得花纹轮廓清晰$ 但摩擦牢度及产品手感还不

够理想$ 近年来对黏合剂和交联剂作了大量的研究#合成了不少性能良好的黏合剂和交联剂#

使涂料印花产品的质量有了很大改善$ 目前涂料印花主要用于纤维素纤维织物&合成纤维织物

及其混纺织物的直接印花$ 由于黏合剂在织物上所形成的薄膜对染料有机械防染的能力#还可

用于防染印花$
!一"涂料的性质和结构

涂料!)’,5%+$"不溶于水$ 它们必须耐酸&碱&氧化剂和还原剂#还应具有良好的日晒牢度

和升华牢度#晶型也应稳定$

涂料分为有机和无机两大类$ 常用于涂料印花的无机涂料仅限于钛白粉!二氧化钛"&炭

黑和氧化铁等少数几种$ 有机涂料中偶氮结构的品种最多#其色泽有黄色&橙色&红色等$ 涂料

结构还包括酞菁&蒽醌&硫靛&三芳甲烷以及杂环类$ 酞菁类涂料是非常重要的涂料#具有鲜艳

的色泽和优良的各项牢度#但色泽仅限于蓝&绿$ 硫靛类和蒽醌类的涂料主要是橙&红&紫&蓝色

等品种#价格较高$ 杂环类涂料具有极好的牢度#色泽也很鲜艳$ 为了获得特别鲜艳的色泽#人

们将荧光染料溶解在适当的树脂中制成固体溶液后#加润湿剂&分散剂等助剂#经过研磨&分散

而制成荧光树脂颜料$
!二"黏合剂%交联剂的结构和性质

黏合剂!V’+-%*"是涂料印花色浆中重要的组成之一$ 在色浆中呈溶液或分散状#当溶剂或

其他液体蒸发后#在印花的地方形成一层很薄!通常只有几微米厚"的膜#将涂料颗粒等物质黏

着在纺织品的表面$ 它对产品的牢度!摩擦&水洗&干洗牢度等"起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与色浆

的印制性能以及产品的手感和色泽有密切关系$

理想的黏合剂膜应该是无色&透明#紧密又光滑#柔软而不发黏#富有弹性#具有良好的黏着

力#机械性能优良#成膜所需温度不太高#而且有良好的耐化学试剂和耐老化性能$ 但是实际使

用的黏合剂不可能全部满足上述要求$ 应用时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有时可选择几种黏合剂混

用#取长补短#并且可再选用适当的助剂或添加剂#以获得尽可能好的印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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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黏合剂按其反应性能可分为非反应性黏合剂和反应性黏合剂$

非反应性黏合剂在印花和后处理的过程中#无论是自身或与交联剂&纤维等都不发生反应$

通过在黏合剂分子链中引入适当的反应性基团#使黏合剂能通过交联或直接与纤维发生共价结

合#形成网状结构#因而耐溶剂性&耐热性和弹性均大为提高#摩擦牢度也可改善$ 这类可直接

与纤维反应#或可与交联剂反应的黏合剂#称为反应性的黏合剂#其中某些黏合剂在反应过程

中#本身之间也可形成共价键交联$ 但是在涂料印花中#黏合剂分子中含反应性基团不能太多#

否则印花膜交联后将会手感太硬$

交联剂!.*/337(’+L’+,2,%+$"是一类至少具有两个反应基团的化合物#经过适当处理#其反

应基团或者与纤维有关基团反应#形成纤维分子间的交联#或者与黏合剂反应#形成网状结构的

黏合剂膜$ 有些交联剂分子本身间也可发生反应$ 因此#即使应用非反应性黏合剂印花#由于

交联剂和纤维或它们自身分子间反应形成网状结构#通过机械的钩联作用#也可提高印花织物

的各项牢度$

!三"涂料色浆组成和印花工艺

涂料印花色浆由颜料&黏合剂&交联剂&糊料以及催化剂&柔软剂&吸湿剂&消泡剂等组成$

涂料选用不但决定于图案的色泽和鲜艳度#还要考虑牢度和价格等因素$ 涂料印花用的黏

合剂通常为乳液状态$ 不同黏合剂乳液对酸&碱&电解质的稳定性以及与涂料交联剂的相容性

是不同的#实际应用时应根据印花要求选用$ 黏合剂的用量主要决定于涂料的性质和用量#涂

料的比表面大&用量高#黏合剂用量也高$ 黏着力差的黏合剂用量适当高些$

涂料印花一般是以乳化糊&合成增稠剂作糊料$ 为了调节糊的流变性和增加乳化糊的稳定

性#可酌量添加诸如海藻酸钠等类糊料#但用量高了会降低产品的成膜性#并使手感发硬$

涂料直接印花工艺实例%

白涂料色浆 彩色涂料色浆 荧光涂料色浆

黏合剂!含固量 :?J" :?, @? >G?, #? >G?,

交联剂 @, #SG >@SG, "SG >@,

涂料 =? >:?, ?SG >"G, "? >@?,

乳化糊 ! ! !

尿素 ? G, ?

水 " " "
!!

总量!!!!!!! "??, "??, "??,

!!织物印花后进行烘干&焙烘或汽蒸$ 烘干时随着水分&火油的蒸发#黏合剂逐渐在织物上结

膜#并黏着在纤维表面$ 经焙烘!一般在 ":? >"G?H焙烘 @ >G5’+"后#水分和火油充分去除#黏

合剂本身的结膜以及对纤维的黏着变得更为坚牢$ 涂料则通过黏合剂黏着在纤维表面上$ 具

有羟甲基酰氨基的反应性黏合剂或加有交联剂&树脂初缩体的色浆#只有经过焙烘加工后才能

充分发生交联反应$ 焙烘或汽蒸后#有的需要进行水洗&皂洗#有的不必进行就可完成印花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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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织物防染印花和拔染印花

!!一$织物防染印花

防染印花是在织物染色!或尚未显色#或染色后尚未固色"前进行印花#印花浆中含有能阻

止地色染料上染!或显色#或固色"的防染剂#印花以后#再在染色机上进行染色!或进行显色&

固色"$ 因印花处有防染剂而地色染料不能上染!或不能显色&固色"#因而印花处仍保持白地#

这就是防白防染印花!简称防白"$ 若在印花防染浆中加入另一类不能被防染剂破坏的染料#

经后处理后使纤维被染着#则可得不被地色所罩染的花色#这就是着色防染印花!简称色防"$

防白和色防在印花机上进行的称为防印印花#它又可分为防和染同时在印花机上完成的一

次印花法!也称湿罩印防印印花法"#和第一次印防染浆#烘干后#第二次印地色浆的二次印花

法!也称干罩印防印印花法"$

此外#如果选择一种防染剂#它能部分地在印花处防染地色#或对地色起缓染作用#最后使

印花处既不是防白#也不是全部上染地色#而是出现浅于地色的花纹#而此花纹处颜色的染色牢

度又符合面料的使用标准#这就称为半色调防染印花#简称半防印花$

防染印花色浆中的防染剂可分机械防染剂和化学防染剂两大类$ 机械防染剂是通过在

纤维和染料之间起阻挡作用而防染的#例如蜡&陶土&氧化锌$ 化学防染剂有氧化剂&还原

剂&酸性物质&碱性物质等$ 它们是通过与地色染料或地色染料显色所必需的化学药剂发生

化学反应#使染料失去染色能力或抑制固着而产生防染效果的$ 地色染料的化学性质不同#

选用的化学防染剂也不一样$ 例如%一般活性染料在碱性介质中与纤维素纤维发生反应#可

用酸性物质作防染剂’还原染料的上染在碱性和还原性条件下进行#因此酸性物质和氧化剂

可用作防染剂’不溶性偶氮染料则根据其偶合活泼性的不同而采用酸性物质或亚硫酸钠等

防染剂$

如活性染料地色防染印花#因活性染料与纤维素纤维反应必须在碱性条件下进行#若在印

花色浆中加入酸性物质#印花后#在后继的活性染料染色过程中#则色浆中的酸性物质中和染液

中的碱剂#使活性染料在印花色浆处无法与纤维键合达到防染的效果$ 印花色浆中的酸性防染

剂通常为非挥发性有机酸#如酒石酸&柠檬酸#也可以是硫酸铵等酸性物质$ 织物印花&烘干后#

浸轧!正面向下"活性染料#立即烘干#再汽蒸固色#然后水洗&皂洗&水洗$

防白印花浆举例%
!! 硫酸铵!!!!!!!! G >8,

羟乙基刺槐豆胶糊 G?,

耐酸荧光增白剂 ?SG,

加水合成 "??,

浸轧液举例%

活性染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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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 "? >G?,

碳酸氢钠 "? >#?,

防染盐 \ G >D,

海藻酸钠糊 G? >"??,

加水合成!!! "a

在防白印花生产中#应注意选用对纤维直接性较低的活性染料#以防止在水洗时发生沾色#

而影响防白效果$

活性染料色防活性染料#其原理为乙烯砜型活性染料和亚硫酸钠会发生如下反应#活性基

失去活性#产生防染效果$
P(\C#B;#B;#(C\C@ 2̂Ê 2#\C !""@ P(\C#B;#B;#\C@ 2̂Ê 2#\C:

而一氯均三嗪型等活性染料却比较稳定#可以不受亚硫酸钠影响上染纤维#因此可用作色

防染料加在色浆中$ 色浆中还需加碳酸氢钠和防染剂亚硫酸钠$

印花&烘干&轧染地色染料#烘干#汽蒸 =5’+ 左右#使地色和色防染料同时固着$

防白浆举例%
!! 亚硫酸钠!!!!! :,

乙二醛 ",

碳酸氢钠 D,

羟乙基刺槐豆胶糊 G?,

加水合成 "??,

色浆中的乙二醛能与亚硫酸钠反应生成暂时稳定的化合物#在汽蒸时再分解$

色防印花色浆举例%

一氯均三嗪活性染料 " >G,

尿素 @ >8,

海藻酸钠糊 G?,

碳酸氢钠 " >G,

防染盐 \ ",

亚硫酸钠 ?SG >",

加水合成 "??,

轧染液举例%

乙烯砜型活性染料 !

尿素 #? >G?,

防染盐 \ "?,

碳酸氢钠 "G >#?,

海藻酸钠糊 G? >"??,

加水合成 "a

生产上还有在印花机上印花时利用叠印的方法#达到防染印花的效果$ 印花过程是先印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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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防染剂的色浆#再叠印地色色浆#两种色浆叠印处防染剂破坏了地色色浆中染料的发色而达

到防染目的$

二$织物拔染印花

织物先经染料染色或染料中间体处理#或经染色所必须使用的媒染剂处理然后印花#印花

色浆中含有破坏地色或染料中间体或媒染剂的化学药品#该药剂!称为拔染剂"在印花的后处

理过程中#会破坏地色或阻止染料中间体进一步变成染料#或破坏媒染剂并阻止以后地色染料

在被印花纹处的上染$

凡使织物经过洗涤后形成白色花纹的#就称作拔白印花’如果在破坏地色的同时#另一种染

料上染在印花的花纹处#获得不同于地色色光的有色花纹#就称为着色拔染印花$ 拔白印花和

着色拔染印花可同时运用在一个花样上#统称拔染印花$

拔染印花所用拔染剂通常为还原剂$ 还原性拔染剂有羟甲基亚磺酸钠!俗称雕白粉"及

其锌盐或钙盐#还有氯化亚锡&二氧化硫脲&硼氢化钠等$ 其中以雕白粉最为常用#它适应于

碱性和中性介质#大量用于纤维素纤维织物的拔染印花$ 氯化亚锡只能适应酸性介质#可用

于合成纤维和蛋白质纤维织物的拔染印花$ 二氧化硫脲的水溶液呈弱酸性#可用于各类纤

维织物$

拔染印花的地色染料主要是偶氮结构的染料#例如偶氮结构的活性染料&直接染料&酸性染

料等$ 必须指出#即使是偶氮染料#因结构上的不同使拔染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应有选择地加以

使用$

在辊筒印花中#经过刮刀刮浆#花筒表面仍沾有少量色浆#沾在地色上#经过蒸化会破坏地

色染料形成浮雕现象#有损于地色$ 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可将织物在印花前浸轧防染盐 \
!@ >G,Ka"#浸轧后烘干$

拔白浆处方举例%
!! 雕白粉!!!!!!! "G >#G,

甘油 适量

碳酸钾 G >=,

印染胶(淀粉糊 :? >G?,

加水合成 "??,

印花烘干后#透风冷却#还原蒸化 8 >=5’+#然后水洗&皂煮&水洗$

作色拔时#以还原染料作色拔染料#只需将还原染料直接加入印花的色浆中#同时适当增加

雕白粉用量#其余的组分与还原染料直接印花相同$

色拔色浆处方举例%

还原染料!粉状" " >@,

甘油 : >=,

酒精 ? >=,

碳酸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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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白粉 "# >#?,

黄糊精 :? >G?,

加水合成 "??,

印花烘干后#透风冷却#还原蒸化 8 >=5’+#然后水洗&氧化&皂煮&水洗$

第六节!喷墨印花

随着计算机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计算机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都得到普及#纺织品印花图

案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计算机辅助分色出片技术提高了常规纺织品印花的生产效率$ #?

世纪 =? 年代以来人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喷墨印花上#该印花技术的工作原理与计算机喷墨打

印机的原理基本相同#是通过各种数字输入手段把花样图案输入计算机#经计算机分色处理后#

将各种数字信息存起来#再由计算机控制喷嘴#将需要印制的图案喷射到织物表面上#经过后道

加工完成印花$ 该印花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印花工艺#具有加工流程短&精度高&环保节能等优

点#但对生产所使用的墨水有特殊要求#目前还存在生产速度不高的缺点#相信随着技术的发

展#喷墨印花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一$喷墨印花机的类型和喷墨印花原理
!@""?#

喷墨印花机按喷墨印花原理可分为连续喷墨!./+$’+R/R3’+L c%$# BOd"印花机和按需滴液喷

墨!-*/) 7/+ 7-%52+-#PCP"印花机两种$
!一"连续喷墨印花机

连续喷墨印花机的喷嘴喷出的是连续的&带有电荷的墨滴流$ 墨水由管道输送到一个喷墨

腔体内#对半导体压电陶瓷施加高频震荡电压#产生高频机械压力#从而在喷嘴中喷出连续均匀

的墨滴流’墨滴流在通过充电区域时变成带电墨滴’带电墨滴流经过一个高压电场时#带电墨滴

的喷射轨迹会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偏转#打到织物表面#形成色点#未打到织物表面的墨滴被捕

集器收集重复利用$

连续喷墨印花机目前主要应用于装饰布&地毯的生产#这种印花机图案精度相对比较低#但

印花速度比较快$
!二"按需滴液喷墨印花机

按需滴液喷墨印花机仅按照印花要求喷射墨滴#目前分热脉冲式&压电式两大类型$
!"热脉冲式喷墨印花机!热脉冲式喷墨印花机能够根据计算机发出的信号瞬间将喷嘴储

墨腔内硅基底上的电热元件在 @"3加热到 @??H高温状态#使墨水中的液体组分汽化形成气

泡#气泡的形成将加热元件和墨水分离#避免将喷嘴内全部墨水加热#加热信号的消失使加热陶

瓷表面降温#余热使气泡在 ="3内迅速膨胀到最大# 在喷嘴的储墨腔内形成一定的压力#迫使

墨水克服表面张力从喷嘴孔喷出#随着加热器的冷却#气泡收缩储墨腔内的压力减小#使喷嘴处

的墨水收缩与前部墨水分离#墨滴形成#同时墨室内的负压使墨水重新充满储墨腔#完成整个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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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过程$ 因此#这种印花方式也叫微气泡式喷射印花$

热脉冲式喷头升温&降温的整个循环耗时在 @G ["? 783左右#每秒钟可做数千次循环#喷出

的墨滴极其细微#而且由于气泡产生的冲击力很大#墨滴的喷射速度可达 "? >"G5K3$ 热脉冲

式喷墨印花机的缺点是喷头的寿命短$ 高温容易使墨水中的某些成分分解#并容易使喷嘴阻

塞#对墨水的稳定性和颜色的鲜艳度要求高$ 热脉冲式喷墨印花机的主要优点是喷头的造

价低$
#"压电脉冲式喷墨印花机!压电式喷墨头是由墨水腔&喷口&弹性元件&多层压电晶体组

成$ 计算机控制的电信号压施加在多层压电晶体上时#它会随电压的变化而发生体积的变化#

体积变化的方向取决于压电材料的结构和形状#当多层压电晶体膨胀时会对喷嘴内的墨水施加

一个直接的高压#使其从喷嘴高速喷出$ 电信号消失后#压电材料回复到原来的形状#墨室依靠

毛细管作用从储墨器中补充墨水$

压电式喷嘴对墨滴的控制能力强#每秒钟大约能喷出 ":??? 个左右的墨滴#比热脉冲式稍

多#墨水体积稍小#为 "G? ["? 7=a$ 压电式喷头的分辨率高达 "::?-)’#寿命比热脉冲式高 "??

倍$ 但喷头的成本较高#通常喷头和墨盒做成分体结构$ 目前压电脉冲式喷墨印花机是重点发

展的喷墨印花机之一$

二$印花墨水

迄今为止#尚无普遍适用的纺织品数码喷墨印花的通用墨水#但所有墨水组成必须满足一

定的基本要求#如黏度&表面张力&密度&蒸汽压&电导性&热稳定性&毒性&易燃性&染料纯度和溶

解性&机械适应性&给色量&腐蚀性&储存稳定性&颜色鲜艳度和耐光及耐洗牢度等#其中黏度&表

面张力&稳定性&颜色鲜艳度和各项牢度是最重要的指标$

喷墨印花的墨水通常包括色素!染料或涂料"&载体!水K溶剂"和添加剂!包括黏合剂&黏度

调节剂&助溶剂&分散剂&消泡剂&渗透剂&保湿剂等"#其中添加剂应根据需要分别使用$

与传统织物印花相比#数码喷墨印花墨水的黏度要低得多#喷墨印花在织物上施加的墨

水量非常小#最高时只能喷印 #?,K5#
的墨水#这就要求喷墨印花的墨水给色量要高#即使用

量很低也能显示出浓艳的颜色#因此在选用染料时要特别注意对织物的适应性和颜色的提

升性能$

目前用于喷墨印花的染料主要是活性染料&分散染料和酸性染料$ 在羊毛&丝绸和地毯的

印花中#采用了酸性染料#不过在其溶解性&稳定性和相容性方面应仔细地进行选择$ 涤纶织物

喷墨印花采用分散染料#对染料的分散稳定性&墨水相容性&颗粒大小有比较高的要求$ 纤维素

纤维织物喷墨印花应用较多的是活性染料$

三$喷墨印花工艺

!一"工艺流程

织物前处理!烘干!喷墨印花!活性染料墨水" !烘干!汽蒸!"#?H#=5’+#使活性染料固

色" !水洗!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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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织物印前处理

织物印前处理是因为纤维间的毛细管效应#使墨水在织物表面产生渗化&图案的精细性下

降#因此印前用亲水性天然或合成高分子增稠剂预先浸轧印花织物#增稠剂的选择应适应织物

和染料品种#当墨水喷到织物上时亲水性增稠剂能迅速吸收墨水中的水分#保证图案的清晰性$

棉织物前处理液处方%
!! 小苏打!!!!!! : >G,

尿素 @ >:,

海藻酸钠 :,

水 !

合成 "??,

处理方法%织物浸轧处理液#轧余率 "??J#烘干备用$

对织物进行前处理是减少渗化&提高印制效果的主要措施#不同染料喷墨印花的印前处理

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前处理剂$

四$喷墨印花的优缺点

!""印花工序简单#取消了传统印花复杂的制网和配色调浆工序#交货速度快#可以实现即

时供货#小样和批量生产品稳定性高$
!#"喷墨印花的染料是按需喷出的#减少了化学制品的浪费’喷墨时噪音低#加工环境安静

又干净#设备占地面积小$
!@"工艺自动化程度高#全程计算机控制#通过互联网实现纺织品生产销售的电子商务化$
!:"生产灵活性强#表现为喷印的素材灵活#无颜色&花回的限制’喷印数量灵活#特别适合

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的生产’印花极易组织#可以在办公室等任何地方进行生产#并且无需任

何人照看#劳动强度低$
!G"颜色丰富多彩#印花精细度高$ 喷墨印花能表现高达 "8D? 万种颜色#而传统的印花方

式只有十几种’目前数字喷墨印花的分辨率高达 "::?-)’#而传统印花工艺只能达到 #GG-)’$
!8"数字喷墨印花存在设备投资大&墨水成本高#织物需进行印前处理和汽蒸等后处理加

工#喷墨速度慢等问题$

总之#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喷墨印花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在纺织品印花中的应用会越来越

广泛#新型墨水的开发和应用将使该技术更加完善#生产过程更环保$

第七节!特种印花
!#"@#

特种印花的品种很多#随着高分子化学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印花加工中常用一些

特殊的材料和方法来印制特殊效果的花纹#诸如发泡印花&静电印花&烂花印花&泡泡纱印花&发

光印花&透明印花&珠光印花和静电植绒转移印花等#本章就常见的特种印花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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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泡印花

发泡印花!9/25’+,3$%*%/)*’+$’+,"是利用发泡方法在织物上获得彩色立体浮雕花纹$ 织物

上印上热塑性树脂&发泡剂所组成的印花浆#经后处理使热塑性树脂形成微泡状立体花纹$ 产

生泡沫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物理发泡#采用微胶囊技术#将芯材为低沸点有机溶剂的微胶囊分

散在热塑性树脂色浆中#当温度升高后溶剂汽化产生压力使热塑性树脂体积增大到 @ >G 倍#产

生立体效果$ 另一种是化学发泡#是在热塑性树脂中加入发泡剂#在热处理!"=GH焙烘 " >
@5’+"时#发泡剂分解#产生的气体在热塑性树脂中形成微泡而成立体状微泡体#该方法使用的

树脂有聚氯乙烯&聚丙烯酸酯&聚苯乙烯等高聚物$ 使用的发泡剂有偶氮二甲酰胺和偶氮二异

丁腈#在 "=? >#??H焙烘时都分解成氮气#前者生成的气体量为 #??5aK,#后者为 "@?5aK,#由

于发泡剂不溶于水#需溶于有机溶剂#或制成乳液$ 因此#印浆由高聚物&溶剂&乳化剂&发泡剂&

增稠剂和颜料等组成$ 经筛网印花后#烘干&焙烘即可$

二$烂花印花

烂花印花!VR*+ 7/R$)*’+$’+,"是指用印花方法将混纺或交织物中的一种纤维去除而成半

透明花纹的印花工艺$ 产品用作餐巾&装饰布和服装面料$ 常见的有烂花丝绒和烂花涤K棉织

物#如再进一步加工!如刺绣"则可成为绚丽多彩的工艺品$

烂花的原理为用一种化学试剂将织物中的一种纤维腐蚀除去#而另一种纤维不受影响$ 例

如#涤棉混纺织物可用酸将棉纤维水解而除去#而涤纶不受酸侵蚀#便留下透明的涤纶$ 烂花包

芯纱涤K棉织物是以涤纶长丝为内芯#经气流纺而将棉纤维包覆在涤丝外面#织成的织物用含酸

印花浆印花#烘干&汽蒸&水洗#将棉纤维水解而洗去#留下透明的涤纶长丝$ 水解棉&粘胶纤维

等纤维素纤维的酸剂有硫酸氢钠&硫酸铝&三氯化铝&硫酸等#若使用硫酸氢钠#印花后需经焙

烘#才能使纤维素水解或炭化$ 因炭化物有色而白度不高#目前大都使用硫酸为水解催化剂#原

糊需耐酸#常用白糊精&天然种子胶变性物$ 印浆中可加入分散染料上染涤纶#以获得彩色花

纹#印花烘干后#经高温汽蒸使纤维素纤维水解#然后彻底洗涤将水解产物洗尽$ 为了使印浆均

匀渗透#印花浆中常加入油K水型乳化糊$

根据这一原理#可以将不同纤维的交织物或混纺织物进行烂花印花#而不局限于上述织物

品种$

三$印花泡泡纱

泡泡纱!V(’3$%*92V*’."是指局部呈凹凸状泡泡的织物#是童衫&女衫&睡衣等透气舒适的服

装面料#还可做窗帘&床罩等装饰用布$ 其加工方法有机织法和印花法两种$ 机织法只能做条

形泡泡纱#印花法可做花型泡泡纱#图案不受限制$

机织法采用地经和起泡经两种不同的经轴#起泡经的纱支较粗#其送经速度比地经快 @?J

左右#织成凹凸状的泡泡纱坯布#再经松式染整加工而成$ 印花泡泡纱是利用化学方法将织物

上的一部分纱线通过化学处理使之收缩#未收缩的纱线便成凹凸的泡泡#或者用两种收缩率不

同的纤维交织#其中一种纤维通过处理而收缩#另一种纤维即成凹凸状泡泡$ 收缩处理有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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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化学法两种#例如高收缩涤纶与普通涤纶间隔织造#通过热处理使高收缩涤纶收缩#低收缩

涤纶则卷曲成泡泡$ 对于棉和涤纶间隔织造的织物#则可以通过浸轧冷烧碱液使棉收缩#涤纶

则卷曲成泡泡$

纯棉织物泡泡纱可用印花方法获得#目前采用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用刻有直条花纹的印

花辊筒在单辊印花机上印 @?J >@GJ 2̂C;溶液#然后在松式情况下透风烘干#棉纤维便剧烈

收缩#未印花处的棉纤维便强迫收缩而成凹凸不平的泡泡#随后经松式洗涤#将烧碱洗净$ 这种

方法能获得条形泡泡#条形的宽狭随花筒刻纹而变化$ 第二种方法是在棉织物上先印上拒水

剂#拒水剂使印花处产生拒水性$ 烘干后#将织物浸轧烧碱溶液#然后透风$ 印有拒水剂处#烧

碱液不能进入#而未印花处的棉纤维在碱液中收缩#从而使未印花处产生泡泡$ 由于碱缩的棉

纤维在穿着过程中会不断伸长#泡泡效应也随之减弱$ 印制泡泡纱的半制品有漂白&染色和印

花布三种$ 印花泡泡纱多数是薄型织物$

四$静电植绒转移印花

静电植绒转移印花!%(%.$*/3$2$’.9(/.L )*’+$’+,"是利用转移印花的方法#将在纸上静电植绒

的绒毛转移到衣片或衣衫上$ 其印花工艺过程是先在纸上涂上一层能黏着纤维的压敏胶#然后

在静电植绒机上于 @ ["?: >"? ["?:N!甚至更高"的静电场下进行静电植绒#带有电解质和一

定湿度的粘胶纤维或合成纤维的白色或染色的绒毛#在静电场中上下垂直耸立在纸上#然后将

未黏着的绒毛吸除#在绒毛上印所需的花纹#印浆为溶剂型的丙烯酸酯黏合剂#再撒上熔点较高

!"G? >"=?H"的聚酯或聚酰胺类热熔胶#低温烘干后#便与欲印花的织物贴在一起#在热压机

中于 "D? >#??H下热压处理#使热熔胶熔融而将绒毛转移到织物上#便获得有立体感的绒毛花

纹$ 纸上未印花处的绒毛仍留在纸上$ 另一种方法是纸上不全面植绒#在植绒前先雕刻一块花

纹绝缘板#覆盖在纸上进行静电植绒#便能获得花纹植绒纸#然后按上法印丙烯酸酯胶和撒上热

熔胶#再进行热压转移#这样可减少绒毛的浪费$

复习指导

织物印花是纺织品加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可以满足人们对色彩"图案的审美需求!对提

高纺织品的档次"增加产品附加值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本章内容的学习!为今后合理制定印

花工艺和管理印花生产打下基础# 本章主要掌握以下内容$
"S掌握印花加工的基本概念和印花加工的工艺过程#
#S掌握不同印花加工工艺的方法和特点#
@S掌握糊料在印花加工中的作用和印花加工对糊料的要求#
:S掌握糊料的流变性概念!以及不同糊料所具有的流变性特点%掌握不同糊料的流变特性

对印花设备和印花工艺的适用性#
GS了解汽蒸"水洗加工在印花工艺中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8S掌握不同印花设备的结构及功能性结构单元!掌握不同印花设备间的区别和设备加工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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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掌握印花加工中感光制版的工艺过程和原理#

=S掌握转移印花的原理和印花设备结构#

IS掌握活性染料"还原染料"直接染料和分散染料的常见印花工艺和工艺条件!分析印花

色浆中的各化学成分在印花加工中的作用#

"?S掌握不同染料在印花加工过程中!围绕印花加工的产品质量及工艺条件的控制!必须

注意的事项#

""S了解涂料印花的特点和涂料印花原理#

"#S掌握拔染印花和防染印花的基本概念和印花工艺#

"@S掌握喷墨印花的特点和喷墨印花喷嘴的工作原理#

":S掌握特种印花的加工原理和产品的风格特点#

思考题

"S解释名词$印花"直接印花"拔染印花"防染印花"原糊"糊料"流变性"切应力"速度梯度"

黏度系数"牛顿型流体"假塑型流体"胀塑型流体"塑流型流体"流变曲线"黏度曲线"流

体的触变性"MNO值#

#S常用印花加工设备及特点是什么&

@S影响流体触变性的因素是什么&

:S淀粉糊"海藻酸钠糊"乳化糊的流变特性是什么& 分别适合哪些染料的印花加工&

GS理想糊料的条件是什么&

8S分别叙述平网花版"圆网花筒的制版工艺过程#

DS涂料印花的特点是什么&

=S涂料印花的色浆组成及其印花工艺是什么&

IS全棉活性染料直接印花的色浆组成’功能分析(及相关印花工艺是什么&

"?S全棉还原染料直接印花的色浆组成’功能分析(及相关印花工艺是什么&

""S活性染料地色防染印花工艺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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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织物整理

第一节!概!述

!!织物整理!92V*’.9’+’34’+,"就广义而言#是指织物下织机后所经过的一切为改善其品质而

进行的加工过程#包括纺织厂的织物修补和印染厂的染整加工全过程$ 从狭义来说#仅指织物

在练漂&染色或印花以后的加工过程$ 本章讨论的属后一种概念#即染整加工过程中的织物后

整理$

织物整理的目的是通过物理&化学或物理化学加工#改善织物的外观和内在质量#提高服用

性能或赋予其特殊功能
,"- $ 按照整理目的#织物整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形态稳定整理$ 为使织物的门幅整齐划一和形态&尺寸稳定#如拉幅&防缩和热定

形等$
!#"增进织物外观整理$ 采用一定方法#提高织物的白度&光泽#或使织物表面形成凹凸花

纹和绒毛等#如增白&轧光&电光&轧纹&起毛&拉绒等$
!@"改善织物手感整理$ 采用某些化学或机械方法处理#使织物获得不同的手感#如柔软&

硬挺&丰满&粗糙&轻薄&厚实等$
!:"特殊功能整理$ 也称特种整理$ 根据织物用途#采用一定的化学处理#使织物具有一

些特殊的功能#如防水&拒水&拒油&易去污!防污"&阻燃&抗菌&抗静电&防紫外线&仿真丝绸&仿

毛&仿麻&仿麂皮等$

为达到上述目的#可采用很多加工方式$ 按加工方式分类#织物整理常分成以下三类%
!""机械物理整理$ 利用水分&热能和压力&拉力等机械作用来达到整理目的#如拉幅&轧

光&电光&轧纹&起毛&拉绒&剪毛&机械预缩&机械柔软和热定形等$
!#"化学整理$ 采用一定的化学药品#在纤维上发生化学作用#从而达到整理目的#如化学

柔软&硬挺&防水&拒水&拒油&防污&阻燃&抗菌&抗静电&防紫外线&仿真丝绸&仿毛&仿麻&防蛀&

防霉等$
!@"物理化学整理$ 采用化学药品和物理机械联合加工方法来达到整理目的#如耐久性轧

光&电光&轧纹整理和涂层整理等$

经过练漂&染色或印花的织物都要经过整理$ 织物的整理要求#随织物的纤维种类&组织结

构及其用途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实际生产中#有时一个整理过程能获得几种整理效果#如拉

幅&柔软&增白’有时对同一织物进行几种特殊功能要求的整理#称为多功能整理#例如对旅游帐

篷布进行拒水&抗菌&防紫外线的多种功能整理$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种新的纺织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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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层出不穷#人们对织物加工的功能性要求#甚至智能性要求越来越高#织物整理的研究和技

术会不断发展#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第二节!一般整理

棉类织物是指以纤维素为主要组成的天然或人造纤维#如棉&麻&粘胶纤维等为主体的纺织

物$ 棉织物的整理主要在于发挥棉纤维的柔软&保暖&吸湿&透气等优良性能#使其更适合服用

的要求或符合特殊用途的需要$ 棉纤维中具有柔顺的纤维素大分子链#链与链之间形成的氢键

使纤维具有一定的强度’纤维素大分子上的羟基具有一定的化学反应性#为棉织物的整理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

棉织物的一般整理主要包括物理机械加工和化学加工两个方面$ 前者有定幅&轧光&电光&

轧纹及机械预缩整理等’后者有柔软&硬挺&增白和防缩防皱整理等$

粘胶纤维&竹纤维&麻纤维等及其与棉纤维混纺或交织成的棉类织物的整理工艺与棉织物

比较接近’合成纤维及其与棉纤维混纺或交织的织物#由于其分子结构差异较大#它们的强力&

热收缩性和耐酸&碱和有机溶剂的稳定性等物理化学性质与棉类织物的差异也较大#因此需根

据这些不同的性质#制定不同的整理工艺$

一$定幅整理

定幅!3$%+$%*’+,#3$%+$%*9’+’34’+,"俗称拉幅#是利用纤维在湿热状态下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将织物的门幅缓缓拉宽到规定的尺寸#从而消除部分内应力#调整经纬纱在织物中的状态#使织

物幅宽整齐划一#纬斜得到纠正$

织物在练漂&染色或印花过程中经常受到经向张力#迫使织物经向伸长#纬向收缩#产生幅

宽不匀&布边不齐&纬纱歪斜以及烘筒烘干后的手感粗糙和摩擦极光等缺点#定幅就是为了稳定

门幅#消除上述缺点$

织物定幅在拉幅机上进行#常用的拉幅机主要有布铗拉幅机和针铗拉幅机$ 棉类织物的定

幅大多采用前者#而毛织物&丝织物和化纤织物大多采用后者$ 布铗!针铗"拉幅机多采用蒸汽

加热#整机结构主要由进布架&轧车&整纬器&烘筒&热风拉幅烘房和落布架组成$

定幅整理的工艺流程为进布!给湿!整纬!烘筒烘干!定幅烘燥!落布$ 织物由进布架

进布#经轧车轧液给湿#在湿态下经整纬器纠正纬斜#再经烘筒预烘至织物上的含潮率为"GJ >
#?J#该带湿织物进入热风拉幅烘房#布边被布铗!针铗"铗住#布幅缓缓拉开到规定尺寸#并保

持该尺寸干燥后经落布架落布#完成定幅加工$ 如用针铗拉幅机定幅#常可以进行超喂加工#即

让烘筒烘干的布速略大于热风伸幅烘房的布速#以降低定幅时织物的经向张力#有利于降低缩

水率$

一般棉类机织物在染整加工的最后阶段都要进行定幅整理$ 定幅整理也可与上浆&增白&

柔软等其他整理加工相结合进行#即先浸轧相应的整理液#烘干时保留一定的含潮率#然后拉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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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燥$ 如果单纯进行定幅加工#可采用蒸汽给湿等低给液方式代替轧车轧液#控制 "GJ >#?J

的给液率进入热风拉幅烘房即可$

二$光泽整理和轧纹整理

为增进和美化织物的外观#常采用光泽!(R3$*%"整理和轧纹整理$ 前者在织物表面增进光

泽#如轧光和电光整理’后者使织物表面产生有立体感的凹凸花纹#如轧纹整理$ 轧光&电光和

轧纹整理都是利用纤维在湿热状态下具有可塑性#进行轧压后表面变得平滑而有光泽或产生立

体花纹$

!一"轧光!.2(%+-%*’+,"

纤维在湿热条件下具有可塑性#经轧压后#纱线被压扁#织物的孔隙率降低#耸立纤毛被压

伏在织物的表面#使织物变得比较平滑#降低了对光线的漫反射程度#从而增进了织物的光泽$

织物轧光在轧光机上进行$ 轧光机由进出布机架和一组软硬轧辊组成#硬轧辊由钢铁制成#其

中有一只能加热#软轧辊也称弹性辊#以前都以棉花&纸片等纤维材料高压制成#后来也有采用

聚酰胺塑料弹性辊$ 织物在软硬轧辊中轧压完成轧光整理$ 根据不同的要求和工艺#轧光可

分为普通轧光&叠层轧光和摩擦轧光$ 普通轧光中#织物通过软硬轧点轧压的称为平轧光’

织物通过两个软轧点轧压的称为软轧光’织物叠层通过同一轧点的称为叠层轧光’摩擦轧光

则是利用摩擦辊运转的线速度大于织物通过轧点的速度#利用两者的速度差使加工织物获

得摩光效果#获得强 烈 的 光 泽$ 利 用 多 功 能 轧 光 机 既 能 进 行 轧 光#也 能 进 行 电 光 和 轧 纹

整理$

在轧光工艺中主要控制织物含湿率&轧光温度&线压强和车速等因素#以获得不同的加工效

果#其相互关系归纳如表 G 7" 所示$

表 2 6!7不同方式轧光的控制因素及其效果
!##

控制因素 平 轧 光 软 轧 光 叠层轧光 摩擦轧光

温度KH 室温 >:? 室温 室温 >G? "?? >"#?

线压强K_M2 # >"G : >#? # >"G : >#?

织物含湿率KJ G >"? # >@ G >"? "? >"G

车速K5+5’+ 7" :? >8? "G >@? :? >8? "G >@?

织物整理效果

!表 面 较 平 滑#纱 线

稍有压扁#光泽柔和#

手感平滑厚实

!织 纹 保 护#纱 线 稍

有压扁#光泽柔和#手

感光滑厚实

!织 纹 突 出#纱 线 圆

润#光泽柔和#手感柔

软厚实

!表 面 光 滑#纱 线 压

扁#反光强烈如镜#手

感薄而较硬

!二"电光!3.4*%’+%*’+,"

电光整理同样是利用纤维在湿热状态下的可塑性而实现的$ 在一定条件下#织物通过刻有

斜线的钢辊与软辊组成的轧点#使织物表面轧压后形成与主要纱线捻向一致的平行斜线#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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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呈规则反射#给予织物柔和如丝绸般的光泽外观$ 根据加工织物纱线捻向的不同#钢辊常采

用 #Gi或 D?i左右斜度的刻纹线#刻纹线的密度以 = >"# 根K55较为常用$

电光整理织物先经平轧光或摩擦轧光#有利于提高光泽和改进电光后的手感$ 电光整理工

艺控制的主要因素为%棉布含湿率 "?J >"GJ#温度 ":? >#??H#线压强 #? >8?_M2!#?? >
8??L,9K.5#"和车速 "? >@?5K5’+$

!三"轧纹!%5V/33’+,"

轧纹整理也是利用纤维在湿热状态下的可塑性而实现的$ 在一定条件下#织物通过一对表

面刻有花纹的轧辊的轧压#形成立体花纹#使织物更加美观$ 轧纹有轧花和拷花之分$ 轧花是

织物通过表面刻有阳纹的钢辊和表面刻有阴纹的软辊之间的轧压形成凹凸的立体花纹#软辊和

硬辊的阴阳花纹必须完全吻合’拷花是织物通过刻有表面花纹的硬辊与没有花纹的软辊之间的

轧压形成单面的立体花纹#拷花的花纹较浅$ 轧纹整理工艺控制的主要因素为%棉布含湿率

"?J >"GJ#温度 "G? >#??H#线压强 ##S" >:IS"_M2!##G >G??L,9K.5#"和车速 D >"?5K5’+$

上述轧光&电光和轧纹整理仅采用机械方法整理#所以效果均不耐洗$ 如与高分子树脂结

合整理#则可获得耐洗的整理效果#如耐久电光拒水整理$

三$绒面整理

具有绒毛表面的织物统称为绒面织物#如起毛绒&丝绒&灯芯绒&棉平绒&磨毛绒&仿麂皮绒

和静电植绒等#完成这些绒面加工的染整过程称为绒面整理!92.%9’+’34"$ 棉类织物的绒面整

理中常用的有起毛和磨绒二类$ 起毛和磨绒织物具有的特点如表 G 7# 所示$

表 2 6#7起毛和磨绒织物的特点比较
!!#

起!毛!织!物 磨!绒!织!物

仅纬纱起毛 经&纬纱均起毛

绒毛稀疏粗长 绒毛紧密细短

织物强力损失相对较小 织物强力损失较大

起毛需多次#效率不高 磨绒次数较少&效率高

主要靠针布起毛 主要靠金刚砂磨绒

除了起毛织物和磨绒织物外#有的织物在起毛后又经磨绒处理#其产品的属性视最终的加

工效果而定$ 此外#静电植绒织物也是一种绒面产品#它是利用高压静电将短纤维!绒毛"均匀

地垂直吸附于预先涂布热融性树脂的加工底布上#再经过适当热压而成$
!一"起毛!$%23’+,"

起毛是利用包有钢丝针布的起毛辊转动时与织物接触#由钢丝针布的针尖挑起织物纬纱中

的纤维#钩断后形成绒毛$ 起毛机一般有进布架&钢丝针布起毛辊&大辊筒&吸尘装置和落布架

组成#起毛辊绕着大辊筒转$

起毛的效果与原料!包括纤维种类&等级&线密度&长度&卷曲性和纺纱方法&捻度等"&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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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密度和组织结构"&起毛辊针布规格&织物运转速度&张力&针辊速比和起毛道数有关$

染整前处理工艺对起毛效果也有一定影响#比如在前处理加工中保持一定的蜡质含量#使

织物变得滑软#则起毛针容易插入#起毛就容易进行$ 起毛工艺可根据产品的要求进行设计和

控制$
!二"磨绒!32+-’+,"

磨绒是利用砂粒锋利的尖角和刀刃磨削织物的经纬纱而形成具有细密短匀绒毛的绒面$

磨绒整理在磨绒机上进行$ 磨绒机由进布架&一组磨绒辊&吸尘装置和落布架组成#磨绒辊

的表面覆盖着硬度高&耐热性好#并有适当韧性的砂粒#由于磨绒辊与织物接触磨削时产生热

量#因此磨绒辊需通冷水冷却$

磨绒效果与织物!纤维材料&纱线结构&组织结构等"&磨绒辊砂粒形状和粒度&磨绒辊和织

物的运行速度&磨绒辊与织物的接触程度&磨绒次数等因素有关$ 此外#织物的干燥程度&加工

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对磨绒效果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加工工艺可根据产品的服用要求进行设计

和控制$

四$手感整理

织物的手感是织物的机械物理性能通过人手的感触引起的反应#但手感的评定却是十分复

杂的#它不仅是织物机械物理性能的反应#而且也受人的感官及心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人们对织物外观和触感的综合反应$ 人们对织物手感的要求因织物用途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织物手感整理!42+-(%9’+’34’+,"主要有柔软整理和硬挺整理$
!一"柔软整理!3/9$%+’+,"

天然纤维含有一定的油脂蜡质#化学纤维上常施加了油剂或其他润滑剂#因此他们之间的

摩擦系数较小#织物具有柔滑的性能$ 但是#经过练漂&染色或印花等染整加工#纤维上原有的

油脂蜡质大大降低#纤维间的摩擦系数加大#织物变得粗糙#另外由于织物在染整加工中收缩#

组织结构变得僵硬$ 为使织物柔软滑爽#需进行柔软整理$ 柔软整理有机械柔软和化学柔软整

理两类$
!"机械柔软整理!8&+%,9*+,(:’;<&9*9)"!机械柔软整理是利用机械的方法#将织物反复

拍打&揉曲#以降低织物的刚性#使它变得松柔$ 以前有利用轧光机进行软轧光使织物柔软或利

用橡胶毯预缩机处理#改善织物交织点的位移#使织物变得松柔的$ 意大利生产的 U*/6"???

柔软整理机则是利用高速气流冲击织物#使其反复受到冲击&揉曲而变得松软$
#"化学柔软整理!+%&8*+,(:’;<&9*9)"!某些化学药剂能对织物产生柔软滑爽作用#这些

药剂被称为柔软剂#以柔软剂对织物进行柔软处理的加工过程称为化学柔软整理$

柔软剂的种类很多#按照其应用性能可分为耐久性整理剂和非耐久性整理剂#前者能经受

一定次数的洗涤#后者则经不起水洗’按组成类型分类可分为表面活性剂型&交联反应型和网状

成膜型$ 以前常用的柔软剂 N\ 是典型的交联反应型柔软剂#但该柔软剂具有致癌作用而被禁

用’有机硅柔软剂是典型的网状成膜型整理剂#它能大大降低纤维的滑动摩擦系数#但也影响织

物的吸湿透气性$ 多数柔软剂是阴离子型或非离子型#但也有少数阳离子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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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柔软剂时要考虑产品的最终用途#选择的原则是%
!""配方的相容性好$
!#"无异味&无毒性$
!@"不影响漂白&染色或印花织物的色泽$
!:"不降低织物的染色牢度$
!G"成本较低$
!8"加工工艺简单#一般在原有设备上就可加工$

柔软整理的工艺比较简单#一般采用轧&烘&!焙"工艺#即进布!浸轧柔软剂!一浸一轧或

二浸二轧"!烘干!!焙烘!水洗!洪干"!落布$ 有些反应性柔软剂需要高温焙烘才能反应#

反应的副产物需经水洗去除#一般柔软剂只需烘干即可$ 柔软剂的用量则视产品用途和柔软剂

的有效成分而定#浸轧时#一般为 "G >@?,Ka$ 如果采用浸渍法进行柔软整理#则药品浪费较

大#使用时工作液浓度适当降低#浴比尽可能减小#以减少浪费和化学品污染$
!二"硬挺整理!3$’99%+’+,"

硬挺整理是利用能成膜的高分子物质制成的浆液浸轧或浸渍织物#干燥后在织物表面形成

薄膜#从而具有平滑&硬挺&丰满&厚实的感觉$ 硬挺整理过程中一般先把高分子物制成浆液#因

此习惯上把硬挺整理称为上浆$

用于硬挺整理的浆料有%天然浆料#如淀粉&糊精&海藻酸钠&植物胶和动物胶’改性浆料#如

甲基纤维素!_B"&羧甲基纤维素!B_B"&羟乙基纤维素!;jB"’合成浆料#如聚乙烯醇!MNU"&

聚丙烯酰胺等
,@- $ 目前利用较多的浆料是聚乙烯醇浆料#其次是小麦淀粉浆$ 此外#在上浆液

中还经常加入填充剂#如滑石粉或膨润土等以增强织物的厚实感’加入着色剂以改善织物上浆

后的色泽’加入防腐剂以防止产品在贮存中霉腐$

硬挺整理的工艺比较简单#如果是双面上浆#则通过轧车浸轧后烘干即可$ 上浆率的高低

视产品要求而定#以小麦淀粉浆为例#轻浆控制上浆率为 ?S8J >"J#重浆控制上浆率为

"SGJ >#J$ 如果是单面上浆#浆液先传到给浆辊上#让织物正面接触给浆辊#使浆液转移到织

物上#再经刮刀刮去织物上多余的浆液#最后从织物反面烘干$

五$增白

织物经漂白后的白度还不够理想#这是由于织物对日光中的黄光!波长 G??+5以上"的反

射比蓝紫光!波长 :=?+5以下"的反射率高#使织物带有黄色$ 以前常采用上蓝的方法以蓝紫

色染料加工到织物上吸收黄光#使织物白度增加#但鲜亮度降低$ 目前大多使用荧光增白剂增

白#其原理是把荧光增白剂加工到织物上后#它能发出蓝紫色的可见光#与织物上的黄色合成为

白光#这不仅提高了织物白度#而且提高了其光亮度$ 增白!64’$%+’+,"不仅适用于漂白织物#也

适用于淡色织物和鲜艳的印花织物$

用于增白的荧光增白剂相当于一类特殊的染料#常用的棉用荧光增白剂 N<a和 N<k相当

于一类直接染料#与直接染料有类似的性质#能溶解于水#溶液透明#经浸轧后拉幅烘干即可#用

量一般为 ?S"J >?S8J!对织物重"#可视织物原来白度和产品要求等实际情况而定$ N<a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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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得最多的荧光增白剂#它的化学结构式为%

Ｎ

Ｒ

ＮＨ Ｎ
Ｎ

Ｒ

ＮＨ
Ｎ
Ｎ ＣＨ

ＳＯ３Ｎａ ＳＯ３Ｎａ

ＮＨ
Ｎ

ＣＨ

式中 F为(C;&( !̂B;#B;#C;" # 或( ;̂B;#B;#C;等$ N<a的加工工艺简单#只要把它配

成工作液#然后浸轧&烘干即可$ 但在印染后整理中往往把增白与硬挺&定幅等整理结合进行$

涤纶&锦纶等合成纤维以使用荧光增白剂 Pb为多#它是一种特殊的分散染料#应用性能与

分散染料相似#其结构式为%

Ｈ３Ｃ Ｏ
ＣＨ ＣＣＨ ＣＨ３Ｃ

ＮＮ

Ｏ

浸轧 Pb后的织物必须经高温焙烘才能发挥增白效果#其加工工艺可采用轧!烘!焙工

艺#浸轧烘干后#再经 "8?H焙烘 "5’+ 左右#然后经平洗和拉幅烘干$

六$机械防缩整理

棉织物在染整加工中#其经向经常受到拉伸#特别在湿热条件下#受到拉伸的纤维和纱

线更易发生伸长#如果保持这种拉伸状态进行干燥#将导致织物在拉伸状态下定形而产生内

应力$ 当织物再度浸水后#渗入的水分子使纤维内大分子间的作用力减弱#内应力松弛#纤

维和纱线的长度回缩#织物在这种自由状态下再度干燥后#织物的长度缩短#称为缩水’另

外#织物由纱线交织而成#在浸水后纤维产生异向溶胀#直径的溶胀程度比径向大得多#纱线

必然随纤维溶胀增粗而缩短#迫使织物中的纱线以增加织缩来保持平衡#也导致织物发生收

缩!俗称缩水"$

织物缩水的程度以缩水率表示#缩水率是织物按规定标准洗涤前后经向或纬向的长度差占

洗涤前长度的百分率%

缩水率 W
+? 7+"

+?
["??,

式中%+?(((织物洗涤前经向或纬向的长度’
+"(((织物洗涤后经向或纬向的长度$

由于织物的缩水会严重影响其服用性能#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织物缩水率#进行防缩整理就

是最重要的方法$

机械防缩!也称机械预缩"整理!./5)*%33’0%34*’+L2,%"#是目前用来降低织物经向缩水

率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是在织物的最后加工阶段#给予某种机械处理#使织物经向预先

回缩#织物的长度缩短#从而消除或减少其以后的潜在收缩$ 机械预缩的方式因设备不同

而异$
!一"橡胶毯压缩式预缩整理!*RVV%*V%($./5)*%33’0%34*’+L2,%"

橡胶毯压缩式预缩的工艺流程为%进布!蒸汽给湿!堆置"!橡胶毯压缩预缩!烘筒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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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毯

承压辊

织物

橡胶毯辊筒式预缩机缩布部分示意图３

干!落布$

蒸汽给湿是为织物提供湿热条件#堆置是给织物一定

的作用时间#使水分能渗透到织物的内部$ 织物在进入橡

胶毯预缩装置!下图"时#首先接触橡胶毯弯曲的外缘#当

进入与承压辊接触部分时又处于橡胶毯弯曲的内缘$ 有一

定厚度的橡胶毯弯曲时#内缘被压缩长度缩短#而紧贴在这

段橡胶毯上的织物经向被压缩#长度同样被缩短#并保持这

一状态沿橡胶毯弯曲的切线方向离开#经烘干后保持这一

收缩状态而达到预缩的目的$
!二"毛毯压缩式预缩整理!=’’(&9-(,9>&<+’8?$&:@

:*.&:%$*9>,)&"

毛毯压缩式预缩整理的工艺流程为%进布!给湿!汽蒸!小布铗拉幅!第一次压缩烘干!
第二次压缩烘干!出布$

其预缩原理是基于厚毛毯卷绕于进布辊时#毛毯外层伸长#而离开进布辊并转入大烘筒表

面时其收缩回复原来长度#使紧贴在毛毯伸长面上的织物同时一起收缩#达到消除潜在收缩&降

低缩水率的目的$ 本工艺经二次压缩预缩#缩水率可降低到 "J以下$
!三"针铗超喂式预缩整理!)’+ .(’) /0%*9%%- 34*’+L2,%"

针铗超喂式预缩整理的工艺流程为%进布!给湿!超速喂布!拉幅烘干!落布$

其原理是利用喂布的线速度稍大于拉幅机针铗的线速度#因此在拉幅过程中织物经向为

无张力的松弛状态#给予织物在拉幅干燥时经向可以回缩的条件#从而达到改善经向缩水的

目的$ 这种工艺对降低缩水率的作用有限#但结合定幅整理可以缩短工艺流程#提高生产

效率$

除机械防缩整理外#还有采用化学的方法进行防缩整理#它是指对织物施加某些化学药剂#

封闭织物中吸湿纤维的某些吸湿性基团#使织物在浸水时不易因吸湿使纤维溶胀而造成织物收

缩$ 这种方法只能改善因纤维吸湿溶胀所造成的缩水#不能解决染整加工中因织物经向经常受

拉伸所引起的缩水#而且这种化学整理的方法因降低织物的吸湿性而影响其舒适性#所以很少

单独使用$

第三节!棉类织物的一般树脂整理

!!一$防皱整理

天然纤维织物#如棉织物#具有吸湿透气&抗静电&穿着舒适及易生物降解等优点$ 但也存

在弹性差&易起皱&穿着不挺括等缺点$ 因此#为了改善其服用性能#还要进行为提高织物从折

皱状态回复原状为目的的防皱整理!2+$’1.*%23%9’+’34#.*%23%1)*//99’+’34# 6*’+L(%)*//9’+,"$ 通

常用在一定条件下测定织物的折皱回复角来衡量织物的防皱整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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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形成折皱的原因是由于在外力作用下#纤维弯曲变形#去除外力后未能完全回复原样

所造成的$ 提高纤维素纤维的弹性#普遍采用与纤维素上羟基起键合!共价交联"作用#同时又

在纤维上起沉积作用的某些高分子化合物!即合成树脂"对织物进行处理来实现$ 习惯上#将

这些处理泛称为树脂整理#经过树脂整理的织物#不但具有抗皱性能#而且还能获得防缩效果$

对防皱整理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早在 "I#8 年#人们就曾用酚醛或脲醛预缩体处理织物

以获得防皱效果$ 但由于当时的预缩体和整理液稳定性差#整理的织物具有泛黄&手感差及强

力下降大的缺点#所以未能得到实际应用$ 后来经过改进和研究#出现了多种用于防皱整理的

合成树脂#如尿素甲醛树脂!脲醛树脂#简称 kh"&三聚氰胺甲醛树脂!氰醛树脂#简称 b__"&二

羟甲基次乙烯脲树脂!简称 P_jk"和二羟甲基二羟基乙烯脲树脂!简称 P_P;jk或 #P"$ 其

中#P_P;jk树脂与纤维素纤维的交联反应如下
,"- $

;C B;""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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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进行树脂防皱整理的一般工艺流程为%制备工作液!浸轧!预烘!烘干!高温焙烘!
平洗!烘干$

此类树脂整理效果虽好#但容易引起甲醛问题$ 目前多采用它们的改性产品进行织物整理$

!一"制备工作液

整理用树脂或初缩体都有一定的含固率#根据整理效果的要求考虑树脂施加到织物上的含

固量和浸轧时的轧余率来确定整理工作液的浓度$ 为加快树脂整理的化学反应#常加入一些催

化剂#如氯化镁&硝酸锌等#在焙烘时发挥催化作用$ 为改善树脂整理后织物手感及提高织物的

强力保留率和耐磨性#常在工作液中加入适量的添加物#如柔软剂&强力保护剂等$ 对于厚织物

还可加入适量的润湿剂&渗透剂$

配制工作液时#除了考虑树脂和助剂的用量外#还要考虑它们的相容性和工作液的稳定性#

一般来说#工作液的稳定时间应大于一个作业班的一个工作日$

!二"浸轧!)2-&)2--’+,"

浸轧的目的是把含有树脂和助剂的工作液均匀地转移到织物上去$ 浸轧常采用二浸二轧#浸

轧时纯棉织物的轧余率一般控制在 8GJ>D?J#涤K棉织物的轧余率控制在 8?J左右$ 浸轧中若

能采用均匀轧车#可适当降低轧余率#不仅能提高均匀性和节约能源#而且整理效果会更好$

!三"预烘!)*%1-*A’+,"

预烘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浸轧在织物上的树脂和助剂在烘燥时由于水分的快速蒸发而发生

泳移#造成表面树脂和沾污设备$ 预烘大多采用红外线烘干#具有加热快而均匀#防止或减少树

脂泳移的优点$

!四"烘干!-*A’+,"

浸轧的织物经预烘后带液率大大降低#再在热风拉幅机上烘干#既达到干燥目的#又能使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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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达到一定的幅宽$ 烘干温度宜控制在 =? >"?#H#烘房温度从低到高逐步升高$ 如采用针铗

拉幅机#烘干拉幅前可配合超速喂布#可以使织物获得预缩的效果$
!五"焙烘!.R*%"

织物经烘干后还必须经高温焙烘!"@? >"8?H"#使树脂在纤维内部发生反应$ 焙烘时间

一般为 @ >G5’+#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树脂&催化剂种类和焙烘温度$ 为节约能源和提高劳

动生产率#有向低温焙烘或快速催化的方向发展#如有的快速树脂#焙烘时间只需 " >#5’+$

焙烘设备常用热风针铗拉幅机&悬挂式焙烘机和导辊式焙烘机等$ 要求设备的烘房温度和

热风的风速都要均匀一致$
!六"平洗烘干!/)%+ 6234’+,2+- -*A’+,"

织物经焙烘后#反应中的副产物及表面树脂必须去除#因此需要平洗$ 平洗在平洗机上进

行#其工艺条件视树脂种类而定#一般树脂宜采用温和条件#即用洗涤剂 @ >G,Ka#8? >=?H皂

洗#再经清水洗后烘干即可$ 如果省去焙烘后的平洗或平洗不充分#织物上就会有残留的游离

甲醛#而甲醛对人体有害#必须严格控制#使其降至限量以下$ 此外#在整理焙烘过程中会有

副产物#有些副产物如三甲胺, !̂B;@" @-会产生难闻的气味#而有些三甲胺以甲铵盐的形式

存在于纺织品上#在贮存或服用时再分解出三甲胺#产生难闻的鱼腥味#因此必须进行充分

的平洗$

经高分子树脂进行防皱整理后#织物的弹性会有显著提高#但其断裂强力&断裂延伸度&撕

破强力和耐磨性会有所下降#这是由于在树脂整理中#在纤维素大分子间引入的共价交联使纤

维随外力作用而发生形变的能力削弱#应力相对集中而造成的$ 因此#在防皱整理中#必须处理

好提高织物的防皱性能与减少织物的强力下降这一对矛盾$

二$耐久压烫整理

耐久压烫整理也称 MM!)%*52+%+$)*%33"整理或 PM!-R*2V(%)*%33"整理#是指经整理制成的

服装或其他纺织品在使用过程中#经多次洗涤后不需要熨烫或只需轻微熨烫即可回复到穿着或

使用状态的性能$ 检验耐久压烫整理的效果包括纺织品洗涤干燥后的尺寸稳定性&外观平整

度&褶裥保持性和接缝外观$ 耐久压烫纺织品是指经 G 次循环洗涤干燥后仍然保持上述性能良

好的纺织品$ 耐久压烫纺织品是免烫纺织品中的一类#相当于日本的形状记忆纺织品’免烫纺

织品中的另一类是防缩抗皱纺织品#相当于日本的形态稳定纺织品#两者的区别在于对纺织品

有无褶裥保持性的要求$ 耐久压烫纺织品的折皱回复角一般为 #G?i>@??i#PM等级(@SG 级#

抗张强度损失):?J,:- $

耐久压烫整理作为树脂整理中的一种高档整理#大多选择专用的树脂和加工工艺$ 加工时

常采用延迟焙烘法#即织物浸轧树脂整理液后烘干而不进行焙烘#成衣后再进行压烫和焙烘$

由于织物浸轧烘干后至压烫焙烘相隔时间较长#因此对树脂和催化剂都应适当选择$

三$低甲醛$无甲醛树脂整理

纺织品上的甲醛对人体有害#因此各国政府都对纺织品上的甲醛含量作了限制$ 低甲醛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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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619/*52(-%4A-%*%3’+ 9’+’34’+,"一般指整理后的纺织品上的甲醛含量!水萃取液游离甲醛测

定"低于 DG5,KL,!DG))5"’无甲醛整理!9/*52(-%4A-%19*%%*%3’+ 9’+’34’+,"是指整理后纺织品上

的甲醛含量不可检出或低于 #?5,KL,!#? ))5’低于 #? ))5则视为不可检出"$

常用的脲醛类树脂整理产品或多或少都含有甲醛#很难达到低甲醛&无甲醛要求$ 研究低

甲醛&无甲醛整理剂及其加工工艺成为染整助剂及应用专家们近 #? 年来研究的重点$ 经过不

懈的努力#人们开发了多元羧酸无醛免烫整理剂#包括丁烷四羧酸&聚马来酸和柠檬酸等$ 由于

多元羧酸价格较贵#耐久压烫效果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采用复配技术和复合加工#如与液氨

整理结合等#以达到良好的综合效果$

低甲醛&无甲醛免烫整理工艺条件视选用的整理剂而定#但基本工艺仍为轧!烘!焙工艺

!)2-1-*A1.R*%$%.4+’lR%"$

四$树脂整理中的注意事项
!G#

!""棉类织物经过树脂整理后弹性!%(23$’.’$A"提高#但强力!3$*%+,$4"和延伸度!-’(2$2V’(’$A"

下降#必须认真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粘胶纤维织物应注意避免过度拉伸$
!#"整理半制品应有较好的渗透性#不含浆料和残碱#必要时可用稀醋酸中和残碱#以保持

布身 );值为 8 >D$
!@"织物前道染色所用染料应先做试验#以免成品发生色变或耐光色牢度下降$
!:"选用催化剂!.2$2(A3$"和其他添加剂时要注意其化学性能#必须选择能同浴相容的助剂

和药品$
!G"树脂浸轧液应根据树脂初缩体和催化剂的特性控制 );值和温度!不超过 @?H"#以保

持工作液的稳定性$
!8"轧槽容积宜小一些#使工作液经常保持新鲜’严格控制轧余率#并保持前后一致$
!D"织物浸轧后最好分两步烘干%第一步预烘#使织物的含水率降低到 @?J >:?J!采用红

外线预烘可减少或消除树脂的泳移#提高整理质量"’第二步采用拉幅烘干#烘干的温度要均匀$
!="焙烘前织物必须充分干燥#焙烘温度要求均匀和稳定’焙烘时和焙烘后织物都要保持

平直#无褶皱’焙烘后堆放前要经透风冷却#避免堆放的织物中间温度太高$
!I"选择含醛类树脂时#注意选用水解稳定性良好&游离甲醛少的树脂#以保证成品的甲醛

含量达标$
!"?"采用耐久压烫延迟焙烘工艺时#树脂与催化剂同存于织物上#在烘干以后不会因较高

的温度和湿度或贮存时间较长而发生聚合或分解等现象$

第四节!毛织物整理

毛织物!6//(92V*’."按其纺织加工方法的不同分为精纺织物和粗纺织物两大类$ 毛织物的

整理按其品种和外观风格要求又可分为光洁整理&绒面整理&呢面整理和特种整理$ 但习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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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按照加工条件和用途#把毛织物整理分为湿整理&干整理和特种整理$ 湿整理是指在湿热条

件下借助于机械力的作用进行的整理#如煮呢&洗呢&缩呢和烘呢等’干整理是指在干态条件下#

利用机械力和热的作用改善织物性能的整理#如起毛&剪毛&刷毛&压呢和蒸呢等’特种整理是指

利用化学整理剂的作用赋予织物特殊性能而进行的整理#如防毡缩&抗皱&防蛀&防火等
,"- $

一$毛织物的湿整理

毛织物的湿整理!6%$9’+’34’+,/96//(92V*’."包括烧毛!烧毛虽不属湿热加工#因它在湿整

理之前#所以放在湿整理一起讨论"&洗呢&煮呢&缩呢和烘呢定幅等工序$
!一"烧毛

烧毛的目的是去除毛织物呢面及其织纹中密集杂乱的短绒毛#以达到呢面光洁&织纹清晰&

增强光泽的效果#对于含有化纤的交织或混纺织物#烧毛还可起到减少起毛起球#改善手感和外

观的作用$

毛纺织的烧毛多应用气体烧毛机#一般都采用正反两面烧毛#烧毛的次数和工艺条件视织

物品种&产品风格和呢面要求而定$ 由于烧毛对羊毛纤维会有一定的损伤#影响成品手感#因此

除精纺织物的特殊要求外#大部分产品都采用不烧毛或少烧毛的加工工艺$ 粗纺毛织物无需烧

毛’含化纤的毛织物如烧毛#则采用高温快速烧毛$
!二"洗呢!V*2A’+,"

洗呢是为了去除呢坯中的油污&杂质#使织物洁净#为后续加工创造良好条件$ 洗呢常采用

肥皂或阴离子及非离子合成表面活性剂在洗呢机上进行$ 目前我国仍以绳状洗呢机为主进行

洗呢加工$

影响洗呢效果的主要因素有洗呢剂&浴比&);值&加工温度和时间$ 洗呢剂一般以肥皂效

果较好#);值为 ISG >"?’精纺织物的浴比一般为 "mG >"m"?#而粗纺织物则为 "mG >"m8’纯毛

织物的洗呢温度为 :?H左右#时间视品种而定#精纺织物为 :G >I?5’+#粗纺织物为 @? >8?5’+$
!三"煮呢!.*2VV’+,&V/’(’+,"

煮呢是将呢坯置于热水中在一定张力和压力下进行定形的过程#利用湿&热和张力的作用#

减弱和拆散羊毛纤维肽链的交键#以消除内应力#提高羊毛的形态稳定性#减少不均匀收缩性$

毛织物煮呢在专用设备上进行#常用的有单槽煮呢机&双槽煮呢机和蒸煮联合机$ 影响煮

呢的主要工艺因素有 );值&温度&时间&张力&压力及冷却方式等$ 煮呢 );值以 8SG >= 为宜’

煮呢温度 =? >IGH#单槽处理时间 #? >@?5’+#再复煮一次#双槽处理 8?5’+ 左右’煮呢时根据

不同品种采用适当张力和压力’高温煮呢后视品种要求可采用骤冷&逐步冷却和自然冷却的不

同方式#以获得不同的产品风格$
!四"缩呢!9R((’+,&5’((’+,"

缩呢是羊毛织物在助剂和湿热条件下受机械力的作用#利用羊毛的缩绒性使织物紧密&手

感丰厚柔软&表面覆盖有绒毛的加工过程#它是粗纺毛织物必不可少的加工工序$ 缩呢在缩呢

机上进行$

缩呢有碱性缩呢&酸性缩呢和中性缩呢$ 影响缩呢效果的主要因素有缩呢剂&);值&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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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械压力等$ 碱性缩呢剂采用肥皂 G? >8?,Ka#纯碱 "# >#?,Ka#);值 I 左右#浴比以浸湿织

物为限#处理温度 @G >:?H’酸性缩呢时缩呢剂采用硫酸 :? >G?,Ka或醋酸 #? >G?,Ka#);值

小于 :#处理温度 G?H’中性缩呢则采用适当的合成洗涤剂在中性条件下进行
,"- $

!五"脱水及烘呢定幅!-%62$%*’+,2+- -*A’+,3$%+$%*’+,"

毛织物经湿整理后含湿率较高#为降低织物含湿率#必须脱水$ 常用的脱水机有离心脱水

机&真空脱水机和轧水机等#脱水后的织物一般在多层热风针铗烘燥机上进行烘干定幅$ 烘干

温度精纺织物为 D? >I?H#粗纺织物为 =G >IGH#烘干织物回潮率控制在 =J >"#J#以便后续

加工$

二$毛织物的干整理

毛织物的干整理包括起毛&剪毛&压呢和蒸呢等$
!一"起毛!*2’3’+,&$%23’+,"

大部分粗纺织物都需要起毛#起毛的目的是为了使织物呢面具有一层均匀的绒毛遮盖织

纹#使织物获得丰满的手感和良好的保暖性能$ 起毛的程度视织物的品种和要求而定!精纺织

物要求呢面清晰光洁#一般不进行起毛"$

起毛是利用起毛机的机械作用将纤维末端从纱线中挑出来#使布面覆盖一层绒毛$ 起毛机

有刺果起毛机和钢丝针布起毛机两种$

刺果起毛机是毛织物专用的起毛设备#利用刺果的钩刺将织物表面纤维扒松疏开而起毛$

刺果是一种具有椭圆柱形状的植物果实#长有稠密的钩状硬刺#刺果经热处理后紧密地固定在

长条木框上#木框被固定在可以转动的大辊筒上#这种刺果起毛机为直刺果起毛机$ 当大辊筒

转动时#织物与均匀排列的刺果适当接触#逐渐把纤维末端拉出竖起#产生起毛作用#这样可以

起出浓密顺伏的绒毛#用于拷花大衣呢和提花毛毯的加工$ 另一种是转刺果起毛机#把刺果穿

在能旋转的轴芯上#轴心与辊筒转轴按一定角度倾斜安装#起毛时可以起出散乱的毛绒$

钢丝针布起毛机既可用于毛织物起毛#也可用于棉织物起毛$ 有关钢丝针布起毛机的结构

和应用见本章第二节$

毛织物的起毛效果受毛纤维的性能&纱支&织物结构&起毛工艺条件和起毛设备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 一般说来#羊毛越细越短#起毛越浓密#越柔软光滑’织物纱支数低&捻度小#有利于起

毛#纬纱的影响比经纱更加明显$
!二"刷毛和剪毛!V*R34’+,2+- 34%2*’+,"

毛织物经过前处理&染色和湿整理后#呢面绒毛杂乱不齐#为使呢面平整#增进外观#一般需

要进行剪毛$ 毛织物在剪毛前后都要进行刷毛#前刷毛是为了除去表面杂质和散纤维#同时使

织物表面绒毛竖起#便于剪毛’后刷毛是为了除去剪下来的乱屑#使织物表面绒毛顺着一定方向

排列#增加织物呢面的光洁美观$

织物刷毛在刷毛机上进行#刷毛机上常附有汽蒸箱#又称蒸刷机$ 呢坯刷毛时#先经汽蒸处

理#使绒毛变得柔软易刷#接着通过密植有猪鬃的刷呢辊进行刷毛$ 蒸刷后再放置一定时间#使

织物吸湿均匀#充分回缩#以降低缩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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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纺织物和粗纺织物的剪毛具有不同的要求#前者要求将表面绒毛剪去#使呢面光洁#织纹

清晰#提高光泽#增加美观’后者要求剪毛后绒面平整#手感柔软#尤其是把绒毛剪平#保持一定

长度#使外观整齐$ 织物剪毛在剪毛机上进行#剪毛机由支呢架&螺旋刀和平刀组成$ 剪毛机的

工作原理是#当织物经过支呢架顶端时发生激烈的弯曲#弯曲处的绒毛直立#由高速旋转的螺旋

刀与平刀之间形成的剪刀将绒毛剪去$ 常用的剪毛机有单刀和多刀之分#多刀剪毛机比单刀剪

毛机效率高$

毛织物视其表面要求常需进行多次刷毛和剪毛$ 含涤混纺毛织物剪毛宜放在烧毛前进行#

以剪去较长的纤维#避免涤纶在烧毛过程中熔融后结成小球而影响后续加工$
!三"蒸呢!-%.2$’+,&-%.2$’n’+,"

蒸呢与煮呢原理相同#但加工方式有所区别#它是将毛织物在一定的张力和压力条件下汽

蒸一定时间#使织物尺寸稳定&呢面平整&光泽自然&手感柔软而丰满#以降低缩水率#起到定形

作用$ 蒸呢与煮呢的区别在于%煮呢在热水中进行加热#而蒸呢在蒸汽中进行$

蒸呢的设备有开启式的单辊筒及双辊筒的辊筒式蒸呢机和罐蒸机两类
,"- #辊筒式蒸呢机的

蒸呢辊筒为空心#表面布满许多小孔#轴心可通入蒸汽$ 蒸呢时#织物和蒸呢衬布一起平整地卷

绕在蒸呢辊筒上#通入辊筒的蒸汽透过织物#待蒸汽冒出呢面后关闭活动罩壳#计算蒸呢时间#

到达规定时间后#打开外蒸汽#使蒸汽透过织物进入辊筒内部$ 在蒸呢中常使用抽气设备进行

抽气#帮助蒸汽通过呢层$ 一次蒸呢后#将织物调头再蒸一次#有利于达到均匀蒸呢的目的$ 蒸

呢完成后要抽空气冷却$ 罐蒸机由蒸罐和蒸辊所组成#并有转塔进行卷绕&抽冷和出布$ 蒸呢

前先将织物打卷后送入汽蒸罐内#在一定的压力下汽蒸一定时间#汽蒸压力和时间可根据品种

和性能要求而定#汽蒸压力过低或时间过短#蒸汽不易均匀地透过织物#影响定形效果$ 罐蒸机

近年来发展较快#许多印染厂用它来进行仿毛织物的汽蒸#起到很好的作用$
!四"压呢!)*%33’+,"

压呢是织物在一定的温度&湿度和压力条件下作用一定时间#使压后织物的呢面平整&身骨

挺括&手感滑润#并且有良好的光泽$ 压呢近似于棉织物的轧光加工#是精纺毛织物干整理的一

个重要工序#但对于华达呢&直贡呢等精纺毛织物不宜采用压呢#粗纺毛织物一般不用压呢$

常用的压呢机有连续生产的回转式和间隙生产的电热式两类#前者为热压机#后者为电压

机$ 目前较多采用电压式#压呢时将电热板和电压纸依次插入每层织物中间#一般每隔一匹呢

插入一块电热板#使织物保温加热数小时#然后经过充分冷却后出机$ 织物经第一次电压后#折

缝处未曾受到压力#还需将折叠处放在纸板中央再复压一次#以使整匹织物的压呢效果一致$

毛织物压呢时要控制好加工时的织物含潮率&温度&压力和时间等因素$ 织物含潮率一般

为 "GJ#温度一般在 G? >D?H#通电后保温 #?5’+ 左右#降温时冷却 8 >=4$

三$毛织物的特种整理

!一"防毡缩整理!2+$’19%($’+,9’+’34’+,"

羊毛纤维的表面覆盖鳞片层#在洗涤过程中由于纤维与纤维之间的定向摩擦效应#使羊毛

纤维之间产生缠结#羊毛织物越洗越紧缩#而且很难回复#产生毡缩$ 毛织物的毡缩是一个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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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问题#因此#进行毛织物的防毡缩整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毛织物的防毡缩整理中#用树脂填充羊毛表面鳞片层的间隙#使其在鳞片表面形成薄膜#

或利用交联剂在羊毛大分子之间进行交联#以限制羊毛纤维的相对移动#这种整理方法#称为

)加法*整理’利用氧化剂对羊毛进行氧化#使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层受到适当的损伤#羊毛鳞

片的鳞角钝化#降低其洗涤时的定向摩擦效应#从而防止毡缩#该加工方法称为)减法*整理$
)加法*整理是利用聚合物沉积于羊毛纤维表面#其方法有界面聚合和预聚合两类$ 所用

聚合物有聚氨基甲酸酯&聚丙烯酸酯&聚酰胺和有机硅等#它们是含有两个以上活性官能团的预

聚体#在羊毛表面通过自身或与其他交联剂发生作用#或与羊毛纤维反应$ 界面聚合是以单体

进行处理#与羊毛发生接枝反应#生成线型聚合物沉积于纤维表面$ 预聚合是先制成有一定聚

合度的预缩体#再施加到羊毛织物进行聚合#如用含有活泼基团的聚氨基甲酸酯#它便成为羊毛

防毡缩整理的预聚体之一$ 该预聚体在纤维上可通过活性异氰酸基继续进行交联聚合反应#在

纤维表面生成具有弹性的聚氨酯薄膜#从而提高防毡缩作用$

最早采用的)减法*整理是通过氧化处理破坏羊毛的鳞片层$ 用酸性次氯酸钠的稀溶液处

理羊毛#温度 #?H左右#控制 );值和有效氯浓度#处理 :G5’+ 左右#然后用 "J >#J的亚硫酸

氢钠脱氯#最后用氨水中和$ 经过)减法*处理#羊毛鳞片遭到破坏#鳞片的尖角被钝化#大大降

低了羊毛纤维的定向摩擦系数#提高了防毡缩性能$ 单用)加法*和)减法*处理#防毡缩效果都

不够理想#因此常常把两者结合#先)减法*整理#再)加法*整理#能够得到良好的防毡缩效果$

但随着环境保护的要求日益严格#纺织品的含氯量受到限制#)减法*整理的氯化加工逐步被其他

氧化加工所代替#如用过氧化氢&高锰酸钾和其他氧化物处理#其中以过硫酸及其盐类应用较为普

遍#处理液 );值一般在 # 以下#温度 :? >G?H$ 目前也有研究用生物酶处理来代替氯化加工$

毛织物防毡缩整理效果的主要考核指标以其面积收缩率!-"表示%

-W
!.? 7.""!/? 7/""

.?+/?
["??,

式中%.?(((洗涤前在试验织物上选定的长度’
/?(((洗涤前在试验织物上选定的宽度’
."(((织物洗涤后相应长度的实际长度’
/"(((织物洗涤后相应宽度的实际长度$

毛织物经防毡缩整理后其防毡缩性能大大提高#但织物的手感和风格等均受到影响#因此

要采取柔软整理等措施进行改善$
!二"防蛀整理!’+3%.$1)*//99’+’34’+,"

羊毛是优良的蛋白质纤维#是高档纺织品的原料#羊毛制品在储存和服用期间极易发生蛀

蚀#因此羊毛及其制品的防蛀十分重要$ 就防蛀方法而言#可分为物理性预防法&羊毛化学改性

法&抑制蛀虫生殖法和防蛀剂化学驱杀法四类#其中以防蛀剂化学驱杀法比较普及#如把杀虫剂

整理到织物上#抑制幼虫的生长$ 也有采用染料型的防蛀剂#如米丁 hh#属于无色酸性染料#有

杀虫作用#对人体无害#对纤维有亲和力#使用简单#可在染色前后处理#也可在酸性染料染色时

同浴进行#但要防止染色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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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丝织物整理

蚕丝是天然纤维之王#蚕丝制品是华丽&高档的纺织品$ 对丝织物!3’(L 92V*’."整理的主要

目的是充分发挥蚕丝的固有特性#使织物具有悦目的光泽#柔软的手感#飘逸的风格$ 丝织物种

类繁多#商业上将丝织物分为绡!.4’99/+"&纺! 42V/$2’"&绉!.*%)%"&罗!(%+/"&缎!32$’+"&绫

!,42$)/$"&绸!3’(L"&绢!)(2’+ 3’(L"&纱!,2Rn%"&葛!L/4%5)"&绨!3’(L1./$$/+ ,//-3"等若干大类#

加工过程视各品种要求而异#但其整理加工主要分为机械整理和化学整理两类$

一$丝织物的机械整理

丝织物的机械整理主要有烘燥烫平&拉幅&预缩&蒸绸&机械柔软&轧光和刮光等$
!一"烘燥烫平!-*A’+,2+- )(2$’+,"

经绳状加工的丝织物#脱水后虽经开幅#但还有皱痕#必须进行烘干烫平$ 丝织物常用的烘

干设备有辊筒烘燥机&悬挂式热风烘燥机和圆网烘燥机等$ 三类设备各有特色#辊筒烘燥机结

构简单&占地面积小&操作方便&整理织物平挺光滑#但织物与热辊筒表面直接接触#容易产生摩

擦极光#而且经向张力大#缩水率高#因此不适宜绉类织物的烘干’悬挂式烘燥机张力小#烘干均

匀#缩水率低#尤其适用于绉类及条纹织物#但烘干后织物不够平挺#尚需进一步烫平#因此不适

于绸类和某些要求平挺的丝织物’圆网烘燥机烘干效率高&织物平整&适应性强#尤其适用于绉

类及花纹织物$
!二"定幅

与棉织物一样#丝织物在染整加工中也经常受到经向张力#引起经向伸长#纬向收缩#造成

幅宽不均以及纬斜等#因此需进行定幅整理$ 定幅原理和工艺参见本章第二节$ 如应用针铗热

风拉幅机#除拉幅作用外#还可以超喂进绸#降低织物缩水率$
!三"预缩!)*%134*’+L’+,"

丝织物在洗涤时也有较大的缩水现象#为降低成品的缩水率#须进行预缩整理$ 丝织物的

机械预缩原理同棉织物#所用设备主要是橡胶毯式预缩机和呢毯式预缩机两类#其中以呢毯式

预缩机的整理织物光泽柔和#手感丰满且富有弹性#所以应用较普遍$
!四"蒸绸!3’(L 3$%25’+,"

丝织物经蒸汽汽蒸后#手感柔软&蓬松丰满&光泽自然&富有弹性#而且绸面平整#因此蒸绸

也称汽烫整理$ 蒸绸设备有间隙式和连续式两种#前者同毛织物的蒸呢机#蒸绸时间为 @?5’+

左右’后者为连续蒸呢机#织物在蒸汽中连续运行$
!五"机械柔软整理

丝织物经过前道染整加工后#织物手感粗糙&发硬#进行机械柔软整理可减少其刚性#回复

其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风格$ 丝织物的机械柔软整理俗称揉布#织物在上下两排搓绸辊中穿过#

上排搓绸辊固定#下排辊能随织物上下升降#织物在上下升降时受到搓揉而达到柔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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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整理时#可通过控制上&下排搓绸辊的升降幅度和织物通过的次数以达到不同的处理效果#

一般来回运行 @ >: 次$
!六"光泽整理

丝织物具有柔和的天然光泽#一般不需要进行光泽整理#但对于光泽要求高的产品仍需进

行$ 丝织物的光泽整理有轧光和刮光$ 例如#提花织锦类产品的表面经纱浮点多#绸面不够平

整#通过轧光可赋予织物平滑而富有光泽的外观$ 而有些色织缎类织物需通过刮光整理使缎面

发出光泽$ 古代刮光是用极光滑的蚌壳在缎面上有规律地磨刮#而现代则是将织物通过一排装

有螺旋形的钝口金属刮刀或厚橡皮刮刀使其产生光泽$

二$丝织物的化学整理

丝织物的化学整理是通过施加化学品来赋予其不同的性能$
!一"柔软整理

通过柔软剂的作用#降低纤维间的摩擦阻力而赋予织物以柔软&滑爽和舒适的性能$ 用于

丝织物的柔软剂大多为长链脂肪烃化合物或有机硅化合物$ 柔软整理的工艺视加工设备和柔

软剂的种类而有所不同#如果采用轧车浸轧#则为轧!烘!!焙"工艺#即浸轧柔软剂以后进行

预烘和烘干#如果是高温型反应性柔软剂则还需要焙烘和平洗#否则浸轧后烘干即可’如果采用

浸液的工艺#则为浸液!脱水!开幅!烘干!!焙烘"$ 浸液的方式比浸轧使用更多的柔软剂#

不仅增加成本#也增加环保的压力$
!二"硬挺整理

有些丝织物也需要硬挺整理#但一般不用棉织物常用的硬挺整理剂如淀粉&MNU和 B_B

等#而是采用那些既能改善丝织物的身骨和弹性#提高耐磨性和撕破强力#又能保持良好手感的

热塑性树脂乳液#如聚丙烯酸乳液&聚乙烯乳液及聚氨酯乳液等$ 硬挺整理的加工工艺同棉织

物加工$
!三"增重整理!6%’,4$’+,9’+’34’+,"

蚕丝经脱胶后失重约 #?J >#GJ#为弥补失重#提高织物悬垂性#常常采用增重处理$ 增

重主要有锡增重&单宁增重和合成树脂增重等#经增重处理后纤维变粗&质量增加#织物厚实&手

感丰满#提高了悬垂性$ 锡增重的方法一般是将脱胶精练后的丝织物先经四氯化锡溶液处理#

水洗脱水后再经磷酸氢二钠溶液处理和水洗$ 为得到较好的增重效果#该处理可反复进行几

次#最后经硅酸钠溶液处理
,"- $ 锡增重法是传统的蚕丝增重整理的主要方法#此外也有采用合

成鞣料增重和单宁增重的$
!四"树脂整理

丝织物虽然由蛋白质纤维组成#但它的起皱和防皱原理与纤维素纤维相似#可以进行树脂

整理#纤维素织物进行树脂整理的设备和工艺也可应用于丝织物$ 一些树脂整理剂如二羟甲基

乙烯脲和二羟甲基二羟基乙烯脲等可用于丝织物的防皱整理#但由于树脂整理后丝织物的手感

变差#影响了它的风格#因此丝织物的防皱整理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 目前#研究应用聚氨酯对

丝织物进行防皱整理的技术已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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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针织物整理

针织物!L+’$$%- 92V*’."与机织物!6/0%+ 92V*’."的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不同#其整理方法和

整理重点也不完全相同$ 针织物的整理可分为两类%一是物理机械整理#如防缩&起绒’二是化

学整理#如防皱&抗静电等$ 近年来#由于针织物的外衣化和经编针织物的发展#其整理技术也

在进一步发展$ 对于不同纤维的针织物#其加工工艺也有所不同$

一$棉针织物整理

棉针织物弹性好#具有良好的吸湿透气性#而且质地松软#但比机织物容易变形#有较大的

缩水现象$
!一"针织物的结构和防缩整理

针织物基本结构是线圈#通过线圈的相互套结形成其组织结构$ 两个相邻线圈横向对应点

之间的距离叫做圈距#而纵向对应点之间的距离叫做圈高#圈高与圈距的比值称为密度对比系

数$ 针织物极易变形#变形时圈高和圈距发生变化#即密度对比系数改变$ 但每一种针织物通

常都有最稳定的结构形态#即有最佳的密度对比系数$

棉针织物的缩水主要是由其极易变形的组织结构引起的$ 如果在加工中受到过大的外力

作用#或者受到反复的外力作用#则会使线圈产生较大变形#使其结构远离稳定状态#处于很不

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在水和外力的作用下#可通过松弛而回复原状#就导致织物收缩#称

为缩水$ 此外#棉纤维和纱线本身在外力作用下变形而产生内应力#通过水分子对应力的松弛

作用也会引起纤维和纱线的收缩#也产生缩水$ 上述两类缩水对针织物整个缩水的影响大小与

织物的组织结构&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有关$ 为降低缩水#一是应用松式加工设备#降低加工张

力&减少纤维及线圈的变形#提高织物形态稳定性’二是对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织物在湿热条件下

强迫其回缩#以达到预缩的目的#也称为防缩$

针织物的防缩整理主要是机械防缩#常用的有三超喂防缩&阻尼预缩和双呢毯预缩整理等$
!"三超喂防缩整理!<$*@’.&$;&&A:%$*9>6?$’’;;*9*:%"!三超喂防缩整理包括超喂湿扩

幅&超喂烘干和超喂轧光$ 即让织物在湿热条件下进行扩幅&烘干和轧光前给予超喂进布#使其

预先收缩#即为预缩整理$
#"阻尼预缩整理!A,8?:%$*9>6?$’’;;*9*:%"!将织物通过汽蒸和布撑扩幅装置以平幅松

弛状态喂入一对表面速度不同#旋转方向相反的阻尼辊之间#进布辊表面光滑#其线速度大于表面粗

糙的减速阻尼辊#从而使织物在其间形成一个超喂挤压区#促使织物松弛定形#达到防缩效果
,"- $

0"双呢毯预缩整理!A’/-(&;&(<:%$*9>6?$’’;;*9*:%"!将经过超喂扩幅&蒸汽给湿的织物

紧贴于拉伸状态又富有弹性的呢毯表面#当呢毯拉伸而转入收缩状态时#织物随呢毯产生同步

收缩#在处于收缩的状态出布#起到预缩的效果$ 利用双呢毯的作用#使织物经过双区处理#两

面都得到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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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皱整理

通过树脂化合物的整理赋予针织物防皱性能#也有一定的防缩作用$ 针织物的防皱原理&

整理工艺和整理品性能与机织物相似#但整理设备宜采用松式加工设备$
!三"起绒整理

针织物的起绒原理与机织物相同#一般在钢丝起毛机上进行#起绒时#针布将针织物表面的

浮线中的纤维拉出#产生细致的绒毛$ 针织物的起绒加工方式与机织物相似#但其起毛后#长度

增加 #GJ >@?J#幅宽收缩 @?J >@GJ#为稳定门幅#起绒后需进行扩幅整理$

二$合成纤维针织物整理

目前常用的合成纤维有涤纶&锦纶&腈纶&维纶&丙纶五大类#其中以涤纶产量最大&应用最

多$ 合成纤维由于吸湿性低#有起毛起球&产生静电和易沾污等缺点#因此#合成纤维针织物常

需进行抗起毛起球&抗静电和易去污等整理#整理原理和工艺与合成纤维梭织物相似#可参考本

章第七节特种整理中的介绍$

第七节!特种整理

采用特殊的加工方式或赋予织物特殊功能的整理称为特种整理#如涂层整理&防水和拒水

整理&阻燃整理&抗菌卫生整理&防紫外线整理&易去污整理&抗静电整理&抗起毛起球整理&仿真

丝绸整理&仿麂皮整理&泡沫整理和纳米材料整理等$ 特种整理有些也称功能整理$

一$涂层整理

在织物整理加工中通常采用轧车浸轧或在缸&槽中浸渍的方式把整理剂施加到织物上去#

不论织物的表面和内部都有整理剂$ 涂层整理!./2$’+,"则是把整理剂均匀地涂布在织物的一

面或两面#能使织物正反面产生不同功能的整理$ 在涂层整理中#主要解决涂层整理剂&涂层设

备和涂层工艺技术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涂层整理剂

#8$

涂层整理剂是一类能成膜的高分子化合物#常用的涂层剂!./2$’+,2,%+$"有以下几种$
!"聚氯乙烯!BCD"涂层剂!聚氯乙烯!)/(A0’+A(.4(/*’-%"是氯乙烯的均聚物#分子式可简

写为*B;#(B;B(+#属无定形化合物#但有少量!约 GJ >"?J"的微晶$ 聚氯乙烯能大量吸

收增塑剂而仍保持一定的强度#聚氯乙烯塑料有很好的蠕变回复性#都是这些微晶在起作用$

采用乳液聚合的聚氯乙烯树脂是很好的涂层剂#其涂层的织物主要为人造革#用于制作箱包$
#"聚氨酯!BE"涂层剂!聚氨酯的全名为聚氨基甲酸酯!)/(AR*%$42+%"$ 聚氨酯类涂层剂

为多元异氰酸酯类化合物和含有活泼氢的聚醚类或聚酯类化合物聚合而成的高分子物#是一种

性能优良#应用广泛的涂层剂$
0"聚丙烯酸酯涂层剂!聚丙烯酸酯!)/(A2.*A(2$%"是丙烯酸酯类&甲基丙烯酸酯类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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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酸酯单体的共聚物#其分子结构可简单地表示为 *B;# BF"" +

BCCF
##

"

!其中 F#F" 可为 ;或

B);#)E""#聚丙烯酸酯涂层剂是服用织物的重要涂层剂之一#其涂层薄膜的弹性和柔顺性较聚

氨酯类涂层剂差#手感较硬#但合成方便#成本较低#仍应用较多$

1"聚有机硅氧烷涂层剂!聚有机硅氧烷#简称有机硅!/*,2+/3’(’./+"#主链由硅氧原子交替

构成#侧链通过硅原子与有机基团相连#它的结构为%

.\’
##

##

F

F

"" ""C \’
##

##

F

F

"" ""C \’
##

##

F

F

C"" . !或! .\’
##

##

F

C

.
##
\’
##
F

""

""

C

C""\’
##

##

F

C
##

""\’
##
F

""

""

C

C""\’
##

##

F

C
##

""\’
##
F

C"" .

C"" .

!!!!!线型!! !! !!!!!!! ! !体型 !!!!

在聚硅氧烷的主链上含有反应性基团(C;等#在催化剂的作用下#通过交联剂的作用#可

形成具有良好弹性和耐洗性的有机硅涂层膜#改善涂层织物的撕破强力和耐磨性#但膜的黏结

性能较差#通常与其他涂层剂拼用$

2"聚四氟乙烯!BFGH"涂层剂
$3%!聚四氟乙烯!)/(A$%$*29(R/*/%$4A(%+%"涂层剂多用于胶合

涂层整理#可以制成具有防水透湿性的微孔薄膜#一般膜的厚度为 #G >:?"5#开孔率 =#J左

右#最大孔径 ?S#"5左右#每平方英寸约有 I? 亿个微孔#具有良好的防水透湿性和弹性$ 这种

薄膜通常被用于复合涂层#涂层织物可用作雨衣&滑雪衣和风衣等服装面料$

在众多的涂层剂中#按其整理时的反应性能分类#又可分成非交联型涂层剂&交联型涂层剂

和自交联型涂层剂$ 但不论哪种涂层剂#都需通过涂层设备进行涂层加工$

!二"涂层整理设备

一般的涂层设备都有进布装置&涂布器&烘干装置&轧平和冷却装置及落布装置组成$ 根据

涂布器涂头的不同#可以分为刮刀式涂层机&辊式涂层机和圆网式涂层机$

!"刮刀式涂层机!>9*;&+’,<&$"!刮刀式涂层机的涂头为刮刀式#它是使用最早的传统涂

布器#至今仍然是用得最多的通用涂布设备#它结构简单&价格低廉&适用面广$ 刮刀主要有楔

形&圆形和钩形三种$ 刮刀装在刀架上#能上下移动和调节角度#刮刀下是衬辊#当涂层剂施加

在衬辊上面的织物表面并通过刮刀时被均匀刮平而涂布#可通过调节刮刀与衬辊的间隙来控制

涂层的厚度$

#"辊式涂层机!$’((&$+’,<&$"!辊式涂层机的涂头为辊筒式#辊式涂头是以转动的圆辊筒

在织物的一面施加涂层胶$ 施胶辊有表面刻凹孔的凹形辊和逆行辊两种#凹形辊的特点是当织

物在带有涂层胶的施胶辊与主动辊之间轧过时#能计量地把涂层剂均匀地涂布在织物表面’逆

行辊是由加工精度很高的辊筒与传动系统组成#通过调节相邻辊筒转动的速度差和辊筒之间的

间隙大小控制涂层量$

0"圆网式涂层机!$’<,$I :+$&&9+’,<&$"!圆网式涂层机以圆网作为涂头#其涂层的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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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特点与圆网的满地印花相同$

!三"涂层方式和工艺

涂层加工方式可分为直接涂层&热熔涂层&黏合涂层和转移涂层$

!"直接涂层!A*$&+<+’,<*9) ;*9*:%*9)"!直接涂层是将涂层剂以物理机械的方法直接均匀

地涂布于织物表面#然后烘干和焙烘#使其成膜$ 按照成膜方法的不同#又分为干法涂层和湿法

涂层$

!""干法涂层!-*A./2$’+,"$ 将涂层剂溶于水或有机溶剂中#加入一定的添加剂制成涂层

浆#用涂布器将其直接均匀地涂布于织物上#然后加热烘干!焙烘"#使水分或溶剂蒸发#涂层剂

在织物表面通过自身的凝聚力或交联剂的交联#形成牢固的薄膜$ 常用的干法涂层工艺流程

为%基布预处理!涂层!洪干!!附加功能整理"!!焙烘"!成品$ 是否焙烘#根据涂层剂要求

而定$

!#"湿法涂层!6%$./2$’+,"$ 应用以二甲酰胺!P_h"为溶剂的聚氨酯涂层剂直接涂布于织

物表面#然后通过水浴凝固$ 其工艺流程为%基布预处理!涂层!水浴凝固!水洗!烘干!轧

光!成品$ 湿法涂层可在织物表面形成多微孔薄膜#既有拒水性#又有良好的透湿透气性能#是

生产拒水透湿织物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湿法涂层的溶剂 P_h对环境和人体有害#而且容易引

起火灾和爆炸#使用时应特别注意安全$

#"热熔涂层!%’<@8&(<+’,<*9) ;*9*:%*9)"!将热塑性树脂加热熔融后涂布于织物表面#经

冷却后黏着于织物上成膜$ 根据涂布要求不同#可以在织物表面形成面状&线状&点状和网状等

不同分布形态$ 热熔涂层整理的一般工艺流程为%基布!涂层!冷却!轧压!成品$

0"黏合涂层!-’9A*9) +’,<*9) ;*9*:%*9)"!将织物涂上黏合剂#然后与树脂薄膜叠合#经轧

压使其黏合成一体#或将树脂薄膜与高温热熔辊接触#使树脂薄膜表面熔融后与基布叠合#再通

过轧压而黏合成一体$ 黏合涂层的薄膜较厚#通常用于装饰织物和铺地织物$ 黏合涂层整理的

工艺流程为%基布!涂层!烘干!薄膜黏合!焙烘!轧压!成品’或树脂薄膜!高温热熔辊!
基布叠合!轧压!成品$

1"转移涂层!<$,9:;&$+’,<*9) ;*9*:%*9)"!先以涂层浆均匀涂布于经有机硅处理过的转移

纸!也称剥离纸"或不锈钢带上#然后与基布叠合#经烘干&轧压和冷却#再使转移纸与涂层织物

分离$ 转移涂层主要用于对张力敏感的无纺布&轻薄织物和针织物上$ 转移涂层整理的工艺流

程为%转移纸!预处理!涂层!基布叠合!加热!轧压!冷却!织物与转移纸分离!成品$

二$防水和拒水整理

防水整理历史悠久#我国古代用的油纸伞&油布伞和油布衣就是利用天然的桐油对其进行

了防水整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既能防止水的透过#又能透湿透气#

于是形成了拒水整理$ 习惯上#把水不能透过织物的整理分成两类%一类是织物整理后#在一定

压力下#水和空气都不能透过#称为防水整理’另一类是织物整理后#纤维的表面性能被改变#使

织物不易被水润湿#但仍能透气#称为拒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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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水整理!62$%*)*//99’+’34"

由防水剂在织物表面形成不透水&不溶于水的连续薄膜#以堵塞织物孔隙#因而织物不透水

也不透气$ 防水织物常用于帐篷&卡车篷布和遮雨棚布等$ 防水整理的工艺随防水剂的不同而

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工艺比较简单#如采用油脂&石蜡共熔物#在其加热到石蜡熔化后涂布到

织物上#冷却即成’如采用橡胶#不论天然橡胶还是合成橡胶#加入适当的填充剂&硫化剂和抗氧

化剂等组成涂层浆后涂布于织物上#经烘干和焙烘即成’如采用热塑性树脂#则先进行涂刮或挤

压涂层#再经烘干和焙烘完成$ 不论采用哪种防水剂#都有它的优点和不足#因此根据织物品种

和使用功能#适当选用防水剂和在防水液配方中加入适当的助剂改善其功能还是必要的$ 如采

用铝皂法进行防水整理#铝盐在织物上受到加热后产生了具有防水性的氧化铝$ 其反应式为%
U(!B;@BCC" @ E@;# !""C U(!C;" @ E@B;@BCC;

#U(!C;" !""@ U(#C@ E@;#C

铝皂法防水整理加工工艺举例如下%

硬脂酸!!!!!!!!!!!!!!?SG,

松香 #S?,

石蜡 GS8,

烧碱!#@SGJ" ?S@85a

动物胶 #S?,

醋酸铝!#J >@J" @",

防腐剂 ?S# >",

加水合成 "??,

配制时#先将动物胶&松香&硬酯酸及烧碱等配制成液体#加热至 8GH左右#注入熔融的石

蜡并不断搅拌至充分乳化$ 然后将乳液缓缓加入醋酸铝中#充分搅和#冷却后加入防腐剂#最后

用冷却水补足$ 织物在 @? >:?H二浸二轧#然后烘干即可$ 铝皂法防水整理不耐洗#如要提高

其耐洗性#可选用其他合适的防水剂$ 防水整理的效果常用整理织物的耐水压能力来检验$
!二"拒水整理!62$%*1*%)%((%+$9’+’34"

拒水整理是为降低织物纤维的表面张力#在纤维表面覆盖一层比水的表面张力小的疏水性

物质的染整加工$ 这些疏水性物质都是临界表面张力比较小的物质#如长链脂肪烃类化合物&

氟类化合物和有机硅类化合物等$ 经拒水整理后#它们有的粘附在纤维表面#成为非耐久拒水

整理产品’有的与纤维结合#成为耐久性拒水整理产品$ 经拒水整理的织物#水不能润湿#但能

透气$ 拒水整理剂与水的临界表面张力差距越大#则拒水性能越好$ 如果整理剂的临界表面张

力小于油类#则以该整理剂整理的织物具有拒油的效果$

纺织品拒水整理的效果一般以整理织物的泼水性和耐洗性来衡量$ 为了提高整理织物的

泼水性#常采用不同防水剂的复配物进行整理#例如#用有机硅防水剂与一般长链脂肪烃防水剂

复配#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 工艺实例为%

有机硅防水剂 =#"!!!! :?,Ka

脂肪烃防水剂 BF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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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铝 @,Ka

加水配成工作液$ 工作液以冰醋酸!约 ?S"J"调节 );值至 GSG >8$ 织物经二浸二轧!轧

余率 8GJ左右"后烘干和焙烘$ 由于这类长链烃和有机硅既是良好的拒水剂#又是很好的柔软

剂#所以整理的织物既具有良好的拒水性和耐洗性#又具有丰满柔软的手感$

三$阻燃整理

纺织纤维大多是有机高分子化合物#达到一定温度时会由于剧烈氧化而发生燃烧$ 由纺织

品的燃烧引起的火灾时有发生#因此大大促进了纺织行业对纺织品的阻燃!俗称防火"整理

!9(25%.4%.L’+,"的研究#竞相开发阻燃产品$ 多年来#阻燃整理一直是纺织品的特种整理中的

一个热门话题$

经过阻燃整理的纺织品#并非是其接触火源而不会燃烧#只不过是其可燃性受到抑制#当它

着火离开火源后#具有抑制火焰蔓延的性能$ 在阻燃整理中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专用的术语#应

对它们有所了解$

!一"燃烧性能的专用术语

!""燃烧!./5VR3$’/+"%可燃性物质接触火源后产生的氧化放热反应#并伴有有焰的或无焰

的燃着或发烟$

!#"点燃温度!’,+’$’/+ $%5)%*2$R*%’俗称着火点"%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使材料开始持续燃

烧的最低温度$

!@"有焰燃烧!9(25%"%伴有发光现象的气相燃烧$

!:"发烟燃烧!9R5’+,./5VR3$’/+"%一种无光但有烟雾出现的缓慢燃烧现象$

!G"余燃!*%3’-R2(./5VR3$’/+"%燃着物质离开火源后仍有持续有焰燃烧$

!8"阴燃!29$%*,(/6"%燃着物质离开火源后仍有持续无焰燃烧$

!D"热解!)A*/(A3’3"%材料在无氧化的高温下所发生的不可逆化学分解$

!="炭化!.2*V/+’n2$’/+"%材料在热解或不完全燃烧过程中#形成炭质残渣的过程$

!I"阻燃!9(25%*%$2*-2+$"%某种材料所具有的防止&减慢或终止有焰燃烧的特性$

!"?"损毁长度!-252,%- (%+,$4’俗称炭长"%在规定试验条件下#材料损毁面积在指定方向

的最大长度$

!"""极限氧指数!aCO’(’5’$’+,/&A,%+ ’+-%&"%在规定试验条件下#使材料保持燃烧状态所

需氮氧混合气体中氧的最低浓度$

在上述术语中#点燃温度!着火点"表示材料着火的难易’材料的极限氧指数#和在一定条

件下的余燃&阴燃和损毁长度!炭长"反映其燃烧性能$

!二"纤维的燃烧性能!./5VR3$’V’(’$A/99’V*%"

可燃性纤维着火燃烧过程中#首先是受热水分蒸发&升温#然后产生热分解#形成可燃性物

质与空气混合而着火燃烧$ 不同纤维由于其化学结构以及物理状态的差异#燃烧的难易程度也

不相同$ 常见纤维的燃烧特性见表 G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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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07常见纤维的燃烧特性
!4#

纤维名称 着火点KH 火焰最高温度KH 发热量KLd+L,7" aCO

棉 :?? =8? "GSI ?S"=

粘胶纤维 :#? =G? ― ?S"I

醋酯纤维 :DG I8? ― ?S"=

羊毛 8?? I:" "IS# ?S#G

锦纶 8 G@? =DG #DS# ?S#?

聚酯纤维 :G? 8ID ― ?S#? >?S##

聚丙烯腈纤维 G8? =GG #DS# ?S"= >?S##

着火点和极限氧指数越低的纤维越容易燃烧#纤维素纤维与蛋白质纤维相比#前者更易燃

烧$ 除了纤维的性能外#影响织物燃烧的因素还有织物的组织结构&织物的含湿量&环境温度&

空气压强和空气的流动等$ 在纤维相同的条件下#织物的组织结构越紧密厚重越不易燃烧’织

物的含湿量高就不易着火#反之#干燥的织物容易燃烧’环境温度高会加速燃烧’空气压强高或

适当的风速增加了氧气的流量#会加快燃烧的进程$

!三"阻燃理论
#D$

阻燃织物的燃烧过程随着纺织材料和阻燃剂的不同而变化#有关的理论解释有很多#但最

常用的阻燃理论主要有催化脱水论&气体论&覆盖论和热论以及协同阻燃效应$

!"催化脱水论!+,<,(I<*+A&=,<&$*9) <%&’$I"!阻燃剂的作用是改变纤维的热裂解过程#促

进纤维材料的催化脱水炭化#使纤维素分子链在断裂前发生迅速而大量的脱水#使可燃性气体

和挥发性液体量大大减少#而使难燃性固体炭量大大增加#有焰燃烧得到抑制$ 如含磷阻燃剂

在高温下生成磷酸#酸的催化脱水阻止左旋葡萄糖的形成#减少了热分解可燃性气体量#另一方

面也增强其脱水炭化能力#增加固体炭量#才能有效阻止有焰燃烧$
#"覆盖论!+’.&$,)&<%&’$I"!有些阻燃剂在一定温度下是稳定的不会分解的#但在较高

的温度条件下#阻燃剂可分解成不燃性气体等覆盖在纤维的表面#隔绝氧气和阻止可燃性气体

向外扩散#从而达到阻燃的目的$ 如以硼砂(硼酸与氯化镁组成的混合阻燃剂的阻燃过程为%

;@<C@
"@? >#??H

7;#
!""""C ;<C#

#8? >#D?H

7;#
!""""C <#C@ !""

@#GH
软化 !""

G??H
熔融成玻璃层#粘附于纤维表面阻

隔气体$
2̂#<:CD E_,B( !""# _,<:CD, E# 2̂B(#不溶并不燃性的硼酸镁沉积于纤维表面#产生阻

燃作用$
0"气体论!),:<%&’$I"!阻燃剂在一定温度下分解出不燃性气体将可燃性气体冲淡到能

产生火焰的浓度以下#如阻燃剂中分解出来的二氧化碳&氯化氢和水等’或者阻燃剂分解出游离

基转移体#与促进织物燃烧的活泼性较高的游离基反应#从而阻止了这些游离基反应的进行#因

而具有阻燃作用$ 例如#以溴化烃作阻燃剂时%
F<*E+ !""; ;<*EF+

式中%+;(((促进织物燃烧的活泼性较高的游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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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种比较不活泼的游离基$
1"热论!%&,<<%&’$I"!阻燃剂在高温下产生吸热变化!如熔融&升华"#从而降低燃烧织物

的温度#阻止火焰的蔓延#如%
U(#C@+@;# !""C U(#C@ E@;#C!吸热过程"

B2BC !""@ B2CEBC#-!吸热过程"

另一种解释是使纤维迅速散热#从而使织物达不到燃烧温度$
2"协同阻燃效应!:I9&$)*:<*+&;;&+<’;;(,8&$&<,$A,9<"!纺织品的阻燃整理常常由阻燃剂

的综合作用来完成$ 含有两种以上阻燃元素的整理剂整理的织物所具有的阻燃能力#往往比使

用一种阻燃元素的阻燃能力强得多#这种效应叫协同阻燃效应$ 如磷(氮类协同效应#卤素(

锑类协同效应等$
!四"阻燃剂及其应用工艺

阻燃剂按其属性分类#有无机类阻燃剂!如金属氧化物&卤化物&硼砂和磷酸盐等"和有机

类阻燃剂!如四羟甲基氯化磷和氯化磷腈等"$ 经阻燃整理的纺织品按耐洗牢度#可分为非耐

久性阻燃剂整理品!不耐水洗#如用于无机盐沉积处理"#半耐久性阻燃剂整理品!能耐 " >"G

次的温和水洗#但不耐高温皂洗#如络合阻燃处理"和耐久性阻燃剂整理品!能耐 G? 次以上水

洗#而且耐皂洗#如有机磷阻燃处理"$

例 "%

硼砂!含 "? 个结晶水"!!!!!!!!!GS8J

硼酸 #S:J

磷酸氢二铵 :J

水 ==J

织物在室温条件下浸渍脱水#或喷雾#或涂刷后烘干即可#控制增重率 "?J >"GJ#即有优

良的阻燃效果$

例 #%

尿素 @=J

磷酸氢二铵 "IJ

水 :@J

二浸二轧!轧余率 D?J左右"!拉幅烘干!焙烘!"DGH#@5’+"!水洗!烘干$

到目前为止#纺织品的阻燃整理技术已比较成熟#但还不完善$ 在阻燃加工中常要施加较

多的固体物质#织物的增重率很高#在获得阻燃功能的同时也影响了其他的服用性能#加上人们

对环境和纺织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些阻燃剂被禁用$ 因此#新的阻燃剂和阻燃整理技术

仍会被不断地研究$

四$抗菌整理

抗菌整理!2+$’V’/$’.9’+’34"也称为卫生整理$ 由于自然界到处都有微生物!5’.*/1/*,2+’35"

存在#有些微生物对人体有益#但有许多微生物对人体或人类的生存环境有害#也有许多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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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最常用的纺织品有害#因此要进行纺织品的抗菌整理$

!一"微生物对纺织品的侵蚀和危害

!""微生物分泌出酵素!酶’%+nA5%"将纤维素降解或水解成可消化的葡萄糖类物质#再以

葡萄糖为培养基#进一步继续繁衍#因而使纤维产生霉变$ 这些能使纤维霉变的酶是一种真菌

!9R+,R3"#使纤维产生霉变的真菌在湿热条件下最容易繁殖#因此黄梅季节纺织品最容易发霉$

霉蚀能引起织物的强力下降甚至产生破洞$

!#"微生物也能使纤维降解发生腐烂#棉织物的腐烂是由细菌!V2.$%*’2"引起的$ 带有细菌

的纺织品也可能使人体受到感染而引起疾病$

!@"蛋白质纤维织物#尤其是毛织物上的油渍容易成为蛀虫!5/$4"的食料#蛀虫进一步吞

食纤维使织物引起破洞$

!:"微生物以纺织品为滋生地#繁殖和传播病菌#其中#真菌如各种癣菌#以鞋袜类传播最

多’细菌如大肠杆菌&绿脓菌&桔草干菌和厌氧菌等能引起人体疾病$

!二"抗菌整理及其发展历史

!"抗菌整理的定义!纺织品的抗菌整理是指在基本不影响纺织品原有的服用性能的前提

下#为提高其抵抗微生物的能力!如抗菌&防霉&防蛀"所进行的特殊加工$

#"抗菌整理的发展历史!人类很早就知道把一些驱虫剂喷洒在织物上就能避免虫子对织

物的侵害#但早期发展的防虫等卫生整理大多是不耐久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高

质量&耐久性的抗菌整理$ 抗菌整理在美国&日本等国发展较早&较快#首先在内衣&袜子上应

用#尔后发展到医院&宾馆的巾被和医生的工作服等领域$ 国内从 #? 世纪 =? 年代起开始发展#

"I=8 年后发展较快#如东华大学的 U<抗菌内裤曾获得日内瓦展览会金奖$ 此后#抗菌鞋袜&鞋

垫&防蚊蚊帐等有了较大发展$

!三"抗菌整理的加工途径

!""让纤维变性#使其不能成为微生物的食料#如对棉纤维素进行乙酰化%

B%(((C;E!B;@BC" #C
;B(C

!"""
:

B%(((C(BCB;@ EB;@BCC;

此反应中#只要有一定的置换度#织物就具有防腐作用’如对棉进行氰乙基化#能有耐久性

抗微生物的作用$

B%(((C;EB̂ ( $$B; B;# !"""
2̂C;

B%(((C(B;#B;#B̂

氰乙基化整理的棉织物具有防霉作用$

!#"在织物上建立障碍物把细菌隔开!但不能阻止真菌"#如酸性胶态树脂整理$

!@"选用抗菌&防霉&防蛀整理剂进行处理$

!四"抗菌整理剂及其应用工艺

能用于抗菌整理的整理剂有无机金属化合物!如硫酸铜&碳酸铜&磷酸铜&氧化铜及氢氧化

亚铜等铜化合物和银化合物等"&有机金属化合物!如有机铜&有机汞和有机锡等"&苯酰胺化合

物&烷基化合物&三芳甲烷类化合物&有机硅季铵盐等$

在众多的抗菌整理剂中#选用的基本原则是%抗菌能力强#用量极少而效果持久’无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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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无毒&无皮炎反应’对纺织品的色光&色牢度和物理机械性能无不良影响’有一定的热稳定

性#使用方便成本较低’对环境无不良影响#如与其他助剂同浴时相容性好$ 由于有些抗菌整理剂

在具有杀菌功能的同时对人体有毒副作用#现在已经被禁用!如五氯苯酚等"#因此要特别注意$

由于多数抗菌整理剂与纤维无亲和力#有的要借助于染色!如金属化合物与某些染料形成

络合物"#更多的是借助于黏合剂与纤维结合$ 借助于黏合剂进行抗菌卫生整理的#其加工方

式主要取决于黏合剂的性能和织物的服用要求#服用类织物的加工工艺同涂料染色’家用装饰

类及产业用纺织品的加工工艺可借助于涂层整理$

五$防紫外线整理

近年来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整理!R($*20’/(%$7)*//99’+’34"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受到了世

界各国同行的重视#因此#防紫外线整理的研究及其应用技术#已成为染整加工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方面$

!一"紫外线及其对人类的影响

阳光是世界万物赖以生存&生长的物质#它以辐射!*2-’2$’/+"的方式穿过宇宙空间和地球

表面大气层而到达地面#由于大气层的消光作用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它的光谱和能

量均有所变化#穿过大气层到达地面的光能量约占辐射总能量的 :@J#主要波长范围为 "=G >
@???+5#其中紫外线的量小于 "?J$ 到达地面的阳光中的紫外线虽然比例不高#但能量极高#

为 #I@S?= >:"=S8ILdKj’+3$%’+,=- $ 紫外线对人体有益也有害#适量的紫外线是人类和生物界的

一种自然营养#可以促进维生素 P的合成#杀灭一些细菌或病毒#有利于人体健康和生物生长’

但过量的紫外线和它的短波化会对人类!包括生物界"产生重大危害和影响#能诱发皮肤病#如

皮炎&色素干皮症&皮肤癌#促进白内障#降低免疫功能#使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和鱼贝类减少#并

能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生长和开花$

紫外线是一种电磁波!%(%.$*/52,+%$’.620%"#不同波长范围的紫外线对人体皮肤的影响不

同$ 根据波长及其影响通常把紫外线分为三个区域!不同资料介绍的区域范围略有不同"#各

区域及其对皮肤的危害性如表 G 7: 所示$

表 2 617不同波长的紫外线区域及其紫外线对人类皮肤的影响
!J#

紫 外 线 名 称 分类符号 波长区域K+5 对 皮 肤 的 影 响

近紫外线!+%2*R($*20’/(%$" kN7U :?? >@"G
!生成黑色素褐色斑#使皮肤老化&干燥和

增加皱纹

远紫外线!92*R($*20’/(%$" kN7< @"G >#=?
!产生红斑和色素沉着#经常照射有致癌

危险

超短紫外线!R($*234/*$R($*20’/(%$" kN7B #=? >"=G

!穿透力强#接近 ‘射线和 #射线#对人类

影响大#可影响白细胞和致癌$ 但其绝大

部分被大气中的臭氧层&二氧化碳层或云

雾等吸收#到达地面的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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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太阳光中射向地球的紫外线大部分被地球大气层吸收#到达地面的只是少量$ 但是#

自 #? 世纪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大量的氟利昂等含卤化合

物滞留在空气上方#被紫外线分解成活性卤#进而与臭氧发生连锁反应#导致臭氧层严重破坏#

使到达地面的紫外线随之增加并且短波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明显增大$ #? 世纪 D? 年代以

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欧洲等白种人居住区相继有皮肤癌发病率递增的报道$ 因此#人

类需要紫外线但又要避免过量紫外线的照射#这就使防紫外线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从化

妆品上研制防晒膏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纺织行业内研究对紫外线的防护#以达到保护人类

皮肤的目的也是一种选择$ 将人们穿着的衣服和遮阳伞等进行防紫外线整理#尤其是长期在室

外作业的人员更需要以各种方法保护自己免受过量紫外线的照射$

近年来我国对紫外线的防护越来越重视#北京&上海&杭州等许多城市已实施)紫外线指数

!R($*20’/(%$’+-%&"*气象信息发布$ 紫外线指数是指某一地区一天中最高的紫外线照射强度#

它共分 G 级%最弱!指数 ? >#"&弱!指数 @ >:"&中等!指数 G >8"&强!指数 D >I"&很强!指数

"? 以上"#这 G 级强度对人体产生的影响程度依次为%安全&正常&需注意&影响较强和有害$ 当

指数为 G >8 时就需要进行防护#当达到 "? 以上时#在太阳光下直晒 #?5’+ 便会对皮肤产生伤

害$ 由于纯棉织物是人们春夏秋常用的面料#且其防紫外线能力较低#因此纯棉织物的防紫外

线整理尤为重要$
!二"织物和助剂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

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从纺织品方面来说#必须减少紫外线透过率$ 织物对光的作用

表现为对光的吸收&反射和透射三种形式#对同一织物来说#要减少紫外线透过织物的量#就必

须加强织物对紫外线的吸收或反射#减少紫外线的透射$ 减少紫外线透过量的途径主要有以下

两种%
!""提高织物对紫外线的反射能力$ 可以选用适当的纤维!如高比表面纤维"和织物结构#

或使用反光性强的物质#如陶瓷粉!_,C&b’C# 等"进行织物的后整理加工#使透过织物的紫外

线的量大大减少$
!#"提高织物对紫外线的吸收能力#即选用适当的紫外线吸收剂!2V3/*V%+$"对织物进行处

理#或在化学纤维进行纺丝时加入纺丝浴中制成抗紫外线纤维#利用紫外线吸收剂吸收紫外线

的能量#并使之向低能级转化#变成低能量的热能或波长较短的电磁波#从而减少或消除对人体

的危害$
!"纤维和织物对紫外线防护的影响!不同织物对阳光的吸收&反射和透射的能力是不同

的#即对阳光的防护能力不同#这种对阳光的防护能力可以用阳光防护因子 \Mh!3R+ )*/$%.$’/+
92.$/*"来表示#它大体上可反映出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值越大#防护能力越强$ 天然纤维中

羊毛的 \Mh值最高#棉纤维值最低#蚕丝介于其中#这主要与纤维的化学结构有关#因此纯棉织

物更需要进行防紫外线整理$ 涤纶织物的 \Mh值很高#这和涤纶分子中含有苯环有关’锦纶和

弹性纤维织物相对较低$ 此外#不论天然纤维织物还是合成纤维织物#织物越厚重#\Mh值越

高#也就是说阻止光透过的能力越强#从织物的孔隙度!0/’- ./+$%+$"分析#孔隙度越低#\Mh值

越高#反之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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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织物的 \Mh值首先取决于纤维的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的不同引起对紫外线吸收

能力的不同#其次是织物的组织结构&单位面积质量&纤维粗细和形态结构等#它们主要影响织

物对光的反射性能#从而影响紫外线的透过率!$*2+35’33’V’(’$A"$ 夏天穿着的纯棉服饰不仅对

紫外线的吸收性能低#而且由于其单薄&稀松而反射性能低#因此对其进行防紫外线整理更有实

用意义$
#"染料对织物防紫外线性能的影响!有些染料对紫外线有一定的吸收作用#因此织物经

这些染料染色后其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都得到提高$ 染料在电磁波的可见光区域的吸收特性

决定着染色织物的色泽和深度#但多数染料的吸收波谱延伸至紫外区域#使得这些染料成为潜

在的紫外线吸收剂#用这样的染料染色的织物具有防紫外线的作用$

染色织物防紫外线作用的程度取决于染料在紫外区域的吸收谱带的位置和强度以及其

染色深度$ 色泽并非染色织物提供防紫外线作用的可靠标志#黑色染料不一定提供最佳的

防护作用#红&蓝&绿和棕色染料也都可以增加防紫外线的作用#这取决于它们对紫外线的吸

收特性$
0"助剂对织物防紫外线性能的影响!一些助剂对紫外线有一定的吸收或反射作用#织物

经过这类助剂的整理而具有防紫外线功能#因此这类助剂被称为防紫外线整理剂$ 目前应用的

织物防紫外线整理剂主要有以下几类%
!""金属离子化合物$ 作为螯合物使用#一般只适用于可形成螯合物的染料#主要的目的

往往是提高染色物的耐光色牢度$
!#"水杨酸类化合物$ 是适用于聚丙烯&聚乙烯&聚氧乙烯纤维和薄膜的紫外线吸收剂#价

格低廉$ 但由于其熔点低&易升华#而且吸收波长分布于短波长一侧#应用较少$
!@"苯酮类化合物$ 用于纤维素&聚酯&聚酰胺等纤维$ 它的价格较贵#应用也较少$ 由于

具有多个羟基#对一些纤维具有较好的吸附能力$ 这类化合物具有共轭结构和氢键#吸收紫外

线后能转化成热能&荧光&磷光#同时产生氢键互变异构#此结构能够接受光而不导致链的断裂#

而且能使光能转变为热能#在一定程度上较稳定$
!:"苯并三唑类化合物$ 此类物质在高温时的溶解度较高#熔融温度较高#吸附在纤维上

有一定的耐洗性#毒性较小#大量吸收 kN7U!@"G >:??+5波段"的紫外线#效果较好#是目前

应用得较多的一类化合物$ 但是它没有反应性基团#活性不高#处理时要吸附于纤维表面才能

达到吸收紫外线的作用$ 它的分子结构与分散染料近似#可以采用高温高压法处理并被涤纶吸

附#对涤纶有较高的分配系数$
!G"新型纳米材料$ 纳米微粒由于其量子尺寸效应而对某些光波的吸收具有)蓝移*现象#

即吸收谱带移向短波$ 无机纳米粉体对紫外线的中波和长波具有很好的屏蔽作用#透明度高#

便于印染后整理加工$
!三"助剂对紫外线的防护原理

!"无机类紫外线屏蔽剂!:%*&(A*9) ,*A:"对紫外线的防护原理!无机类紫外线屏蔽剂#也

称为紫外线反射剂#主要通过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折射阻止物质对紫外线的吸收而达到防紫外线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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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类紫外线屏蔽剂一般为陶瓷或金属氧化物等具有良好反射或折射能力的材料#而且被

加工成细粉或超细粉末与纤维织物相结合#增加织物表面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折射能力#防止紫

外线透过织物损伤皮肤$ 这类粉末包括%高岭土&碳酸钙&滑石粉&氧化铁&氧化锌等$ 这些无机

组分与有机组分的紫外线吸收剂相比#在耐光性&耐热性和防紫外线方面都有一定的优越性$

但由于紫外线反射剂在用于高质量的屏蔽纤维或织物后整理时要求先制成纳米级的超细粒子#

并要求降低粒子的表面活性#提高其在纤维中的分散性等#技术比较复杂$
#"有机类紫外线吸收剂对紫外线的防护原理!紫外线吸收剂吸收紫外线的原理与染料吸

收可见光的原理相似#都是由于分子内部的电子吸收光子而发生能级的跃迁#电子在发生能级

跃迁时#由于电子能级量子化的原因#分子只能对特定波长的光子进行吸收#于是就形成了分子

的吸收光谱#如果这个吸收光谱的波长正好处在紫外区域的话#那么这个物质就具有吸收紫外

线的能力$
!四"织物的防紫外线整理工艺

常用的防紫外线整理工艺有以下几种$
!"高温高压吸尽法!一些不溶或难溶于水的整理剂#可采用类似于分散染料染涤纶的方

法#在高温高压下吸附扩散进入涤纶$ 对涤纶等化纤织物也可以采用与染料同浴进行一浴法染

色整理加工$
#"常温常压吸尽法!对于一些水溶性的防紫外线整理剂处理棉&羊毛&蚕丝以及锦纶等纺

织品#则只需要在常温常压条件下以其水溶液进行加工处理#类似于水溶性染料染色$ 有些防

紫外线整理剂也可以采用和染料同浴进行一浴法染色整理加工$ 例如#反应性防紫外线整理剂

kNU# 与 ]型活性染料同浴染色整理的工艺如下%

活性嫩黄 ]:g!!!!!!!!!!"J!对织物重"

防紫外线整理剂 kNU# "J!对织物重"

元明粉 D?,Ka

纯碱 #?,Ka

浴比 "m#?

配液!染料&整理剂&元明粉"!升温至 8?H入布!保温 @?5’+"!升温!"SGHK5’+"!I?H

染色!保温 #?5’+"!加入 "K# 碱!保温 "?5’+"!加入 "K# 碱!续染 :?5’+!自然降温至 8?H!
平洗!干燥$

0"浸轧法!对于水溶性防紫外线整理剂也可采用类似于水溶性染料浸轧染色的方法进行

整理加工$ 例如#整理剂 kNU# 与 ]型活性染料同浴浸轧染色整理工艺如下%
!! 活性嫩黄 ]8g!!!!!!!! "J!对织物重"

防紫外线整理剂 kNU# "J!对织物重"

小苏打 "?,Ka

尿素 G?,Ka

防染盐 \ :,Ka
dhB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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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海藻酸钠浆 @?,Ka

室温二浸二轧!轧余率 D?J"!烘干!汽蒸!"?? >"?#H#:5’+"!水洗!皂洗!水洗!
烘干$

此外#对于非水溶性的紫外线整理剂处理棉&麻等天然纤维时可采用与涂料染色一样的工

艺条件$
1"涂层法!在涂层剂中加入适量的防紫外线整理剂#在织物表面进行涂层#然后经烘干等

热处理#固着在织物的表面$ 这种处理方法会使织物手感受到影响#但处理成本低#对技术和设

备要求不高#适合于对纤维没有亲和力的整理剂$ 涂层法也较适用于雨衣&遮阳伞和窗帘等织

物的加工$

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整理工艺与产品的最终用途有关#如作为服装面料#对柔软性和舒适性

要求较高#宜采用吸尽法’如作为装饰&家用或产业用纺织品#比较强调其功能性#可采用涂

层法$
!五"防紫外线整理效果的测试和评价

!"防紫外线整理效果的测试方法

!""分光光度计法$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仪!R($*20’/(%$3)%.$*/)4/$/5%$%*"测定纺织品的紫外

分光透过率曲线#用面积求出某一紫外区域的紫外线透过率$ 这种方法又分为全波长域平均法

和特定波长域平均法#前者选取全部紫外线区域#求其紫外线透过率的平均值#后者则选取指定

波长区域进行测量#再取其平均值$
!#"变色褪色法$ 把被测织物覆盖在耐晒牢度标准卡上#用紫外线灯在局部试样 G?.5处

照射#先测出标准卡达到一级变色的时间#再进行分析$
!@"紫外线强度积累法$ 用阳光式紫外线灯照射放在紫外线强度累积仪上的织物#按给定

的时间照射#测定出通过织物的紫外线累计量#然后进行计算$
#"防紫外线整理效果的评价指标!目前国际上使用的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价指标主

要有%
!""紫外线阻断率 0%

0W " 7
-2

-( )
?

["??J

!#"整理效果 1%

1W
-V 7-2

-2
["??J

式中%-?(((分光光度仪测得的无试样时紫外线透射曲线!$*2+35’$$%- .R*0%"所围的面积’
-2(((经整理后的织物所测得的透射曲线所围的面积’
-V(((未经整理的织物所测得的透射曲线所围的面积$

显然#0值越接近 "#则试样防紫外线的效果越好’1值越大#则试样的整理效果越好$
!@"紫外线透过率 -%

-W2
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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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2(((有试样遮盖时透过织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2-’2+$’+$%+3’$A"#dK5#’

2?(((无试样遮盖时紫外光源的紫外线辐射强度#dK5#$

-值越小#则试样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越强$

!:"阳光紫外线防护因子 \Mh%

\MhW"??-

式中%-(((紫外线透过率$

\Mh值与紫外线防护等级!)*/$%.$’0%,*2-%"的关系见表 G 7G $

表 2 627KBG值及紫外线防护等级
!!L#

\Mh范 围 防 护 分 类 \Mh等 级

"? >"I 高的防护 "? E

#? >#I 更高的防护 #? E

@?#@? E 最大的防护 @? E

!G"织物紫外线防护因子 kMh!R($*20’/(%$)*/$%.$’/+ 92.$/*3"%

kMhW "??
"?? 7$

式中%$(((织物的覆盖系数#表示织物防护紫外线的能力#是紫外线对未防护皮肤的平均辐射

量与经测试的织物遮断后紫外线辐射量之比值$

kMh值与紫外线防护等级的关系见表 G 78$

表 2 637EBG值及紫外线防护等级
!!L#

kMh范 围 防 护 分 类 紫外线透过率KJ kMh等 级

"G >#: 较好的防护 8SD >:S# "G##?

#G >@I 很好的防护 :S" >#S8 #G#@?#@G

:? >G?#G? E 非常优异的防护 )#SG :?#:G#G?#G? E

六$防污整理

!一"织物的沾污!3$2’+ /+ 92V*’.3"

由于合成纤维的疏水性和纯棉织物经过化学整理后降低了原有的亲水性#会使这些织物更

易沾污或再沾污$ 沾染织物的污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固体污垢#如灰尘&铁锈&泥土等干污’另

一类是油污#由油脂及其所粘附或溶解的物质&饮食油污及人体排出的油脂等组成$ 这些污垢

沾上织物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物理接触$ 如内衣&袖口&领口直接与皮肤接触#容易沾上人体排出的油污’外衣与大

气接触#容易沾上大气中的灰尘等污物’干净衣服与脏衣服或其他脏物接触#造成污垢的转移$



染整概论

(**$$

!#"静电作用$ 由于疏水性纤维易产生静电效应#通过静电作用吸附空气中的灰尘或其他

微粒引起织物沾污$

!@"转移沾污$ 在洗涤过程中#疏水性织物在水中的临界表面张力有所增加#造成水中的

油污再沾污$ 如多件衣服同洗#重污衣服的油污容易转移到轻污衣物上去$

根据这些原因#防污整理!3$2’+ *%3’3$2+$9’+’34"主要采用拒油整理和易去污整理两大类#前

者可防止油脂类沾污#后者则使沾上的污垢容易去除$

!二"拒油整理!/’(*%)%((%+$9’+’34"

以表面张力低于油脂类的化合物整理织物#使整理织物对表面张力较低的油脂具有不被润

湿的特性$ 拒油原理与拒水原理相似#只是油类的表面张力!约为 #S? ["? 7# >:S? ["? 7# K̂

5"比水的表面张力!DS#= ["? 7@ K̂5"低得多#因此要用表面张力很低的含氟化合物#如含氟丙

烯酸脂 BCCB;#B’h#’E"

*
##
B; B;#"" +

进行整理#其整理工艺流程为%

二浸二轧!烘干!焙烘!"G?H#G5’+"!平洗!烘干$ 整理剂用量一般为固体加重率

"J >"SGJ$

由于含氟化合物价格较贵#为降低成本#适当考虑含氟拒油整理剂与某些防水整理剂拼用#

以达到拒油&拒水&耐洗和手感柔软的效果$

!三"易去污整理!3/’(*%(%23%9’+’34"

易去污整理的目的是能赋予织物以优良的亲水性#使沾污在织物上的污垢容易脱落#并能

减轻在洗涤过程中的重新沾污$ 由于棉纤维的亲水性良好#合成纤维的亲水性较差#因此这类

整理主要用于合成纤维及其混纺织物的处理$

常用的易去污整理剂有两大类#分别为聚醚酯!)/(A%3$%*%$4%*"嵌段共聚物!V(/.L ./)/(A1

5%*"和丙烯酸!.*A(’.2.’-"型易去污整理剂$

!"聚醚酯嵌段共聚物及其应用!聚醚酯嵌段共聚物的结构式为%

;C.B;# B;"" #"" ""C B

$$ ////

""//

""

C

""B

$$

C

C0.B;"" # B;"" # C0"" ;

这类物质的结构与涤纶相似#在高温下能与聚酯大分子产生共溶共结晶作用#固着在涤纶

上#从而形成耐久性整理效果$ 整理剂的氧原子能与水形成氢键#织物原来的疏水性表面转变

成亲水性#在洗涤时提高洗净效率#减少污垢的再沾污$

这类整理剂的整理工艺一般采用浸轧法和轧烘焙工艺$ 例如#以对苯二甲酸型整理剂

#",Ka#氯化镁 #:,Ka组成整理液#其整理工艺为%二浸二轧!轧余率 8?J >8GJ"!预烘!I? >

"??H"!焙烘!可结合热定形#"=G >"I?H#@?3"!皂洗!8?H"!水洗!烘干$

#"聚丙烯酸型易去污整理剂及其应用!聚丙烯酸型易去污整理剂的结构为%
!! B;"" # BF"" "

BCCF
##

#

!" ’"! B;""" # BF"" @
##
BCC;

!" ’"" #

其中 F" 和 F@ 为 ;或 B;@#F# 为 B;@ 或 B#;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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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这类整理剂的单体主要有丙烯酸&甲基丙烯酸&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和丙烯酸丁酯

等#由于分子中具有一定量的亲水性羧基#织物具有良好的易去污和防湿沾污性能$ 这类化合

物的整理效果很好#这是因为%
!""整理织物表面的凹凸处及纱线易被亲水性的整理剂所填充包覆#防止对污垢的吸附$
!#"织物表面的亲水性有利于污垢去除$
!@"聚丙烯酸脂形成的薄膜在碱性中发生剧烈溶胀#使卷曲的易去污共聚物分子链伸展而

将油污排出$
!:"羧酸在碱性溶液中完全电离#形成带负电荷的离子#与油污在碱性溶液中的负离子相

互排斥提高了易去污效果$

聚丙烯酸型易去污整理工艺举例如下%

聚丙烯酸型易去污乳液!"GJ"!!!!!!!"??L,

烷基磺酸钠 GL,

水 !

调节 );值 @S? >@SG

溶液总体积 @??L,

二浸二轧!轧余率 8?J >8GJ"!预烘!拉幅烘干!焙烘!"8?H#@5’+"!冷水洗!皂洗

!G? >8?H#平平加 C",Ka#皂粉或洗涤剂 #,Ka"!热水洗!温水洗!烘干$

为了将拒油和易去污整理相结合#合成了既有拒油基的链段#又有亲水性链段的嵌段化合

物#在空气中拒油基排列在纤维表面!形成低自由能表面"#具有拒油防污作用’在水中#亲水性

基团排列在纤维表面#使之与油污的界面能量低#具有易去污和防止再沾污的功能$

七$抗静电整理

!一"静电!3$2$’.%(%.$*’.’$A"的产生和抗静电!2+$’3$2$’."原理

各种纺织材料在相互摩擦!*RVV’+,"中都能产生静电#有些合成纤维及其混纺纤维服装在

夜间摩擦时能产生较强的电击和静电火花$ 穿着容易产生静电的衣服#不仅使人感到不舒适#

而且由于静电吸尘容易沾污衣服#又由于静电作用能干扰某些精密仪器#甚至在某些易爆环境

中会由于静电火花发生爆炸#因此#对于易产生静电的纺织品必须进行抗静电整理$

各种纤维由于其结构不同#对电荷的传递影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面比电阻!3R*92.%3)%1
.’9’.*%3’3$2+.%"#它们产生静电荷后的静电排放速度差异较大#即其导电性差异较大$ 由于水和

金属的导电能力很强#抗静电整理的作用主要是提高纤维材料的吸湿能力或给予金属离子#改

善导电性能#减少静电现象$ 一般说来#表面比电阻小于 "?I$的织物的抗静电效果良好#大于

"?"@$的属于易产生静电的物质$ 疏水性纤维的表面比电阻大于 "?":$#是很容易产生静电的$

对于易产生静电的织物#进行适当的染整加工#以降低织物的表面比电阻#从而提高纤维的

导电能力#防止静电荷的积累#以消除静电现象#这类加工称为抗静电整理$ 将离子类化合物或

吸湿性强的化合物整理到纤维上#在纤维表面以连续相存在就能起到传导电荷的抗静电作用$

此外#将金属粉末涂布于纤维表面制成导电纤维#或将金属丝或导电纤维与合成纤维交织或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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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也是抗静电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抗静电剂!2+$’3$2$’.2,%+$"和抗静电整理

抗静电剂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非耐久性抗静电剂#另一类是耐久性抗静电剂$

!"非耐久性!9’9?&$8,9&9<"抗静电剂及其整理!非耐久性抗静电剂包括吸湿性化合物#

如甘油&三乙醇胺&氯化锂&醋酸钾等和表面活性类化合物#如阴离子型的烷基硫酸酯钠盐&非离

子的脂肪胺聚醚衍生物&阳离子型的脂肪族季铵盐衍生物等$ 非耐久性抗静电整理剂比较简

单#有些被用于纺丝&纺织的油剂#有些用于地毯等装饰纺织品#加工方式则视产品品种和最终

用途而定$

#"耐久性!?&$8,9&9<"抗静电剂及其整理!耐久性抗静电剂在含有离子性或吸湿性基团

的同时还含有反应性基团#能通过交联作用在纤维表面形成不溶性聚合物的导电层$ 整理剂需

要有一定的吸湿能力#吸湿能力越高#导电能力越强#但耐洗性降低#因此吸湿性抗静电剂既要

保持一定的吸湿性#又要降低在水中的溶胀和溶解$ 应用较早的抗静电剂如多羟多胺类化合物

!M;MU"%
* .̂B;#B;#C0B;#B;#1

!B@;8.CB;#B;#2#

##
C;

它可与双官能团或多官能团的交联剂!如三聚氰胺等"反应#形成线状或网状的不溶性化合物#

加工工艺如上述树脂整理工艺$

另一类抗静电剂如聚环氧乙烷与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的嵌段共聚物%

;C !,! B;#B;""" #""B

$$ ////

""//

""

C

""B

$$

C

""C !"’! B;#B;#""" C !")-!""";

由于聚合物的分子中含有聚氧乙烯醚键#可在聚酯表面形成连续的亲水性薄膜#富有吸湿性#减

少静电现象$ 它含有可以结晶的聚酯链段#与聚酯纤维的基本化学结构相同#因此与聚酯纤维

有较好的相容性#通过高温焙烘#可以与聚酯纤维产生共溶共结晶作用#整理效果有较高的耐洗

性$ 由于整理织物具有良好的亲水性#因此也具有易去污能力#可以作为涤纶织物的抗静电和

易去污整理剂$ 此类整理剂的加工工艺宜采用轧!烘!焙工艺#焙烘温度较高#可与后定形结

合起来$

八$仿真丝绸整理

丝织物轻盈飘逸&滑爽透气&手感柔软&光泽柔和&舒适华贵#是服饰中的高档面料$ 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真丝绸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但天然丝产量有限#供不应求#价格昂贵#且真

丝绸本身具有易起皱的缺点#因此改善真丝绸的缺陷#寻求它的替代品曾成为行业的热点$ 日

本是世界上天然资源缺少的国家之一#多年来在合成纤维的研究开发方面投入很大#涤纶织物

的仿真丝绸研究首先在日本取得成功$ 我国于 #? 世纪 =? 年代末&I? 年代初对涤纶织物的仿

真丝绸的开发应用处于兴旺的时期#当时江苏吴江的盛泽镇自称为)仿真丝大王*#其后#原来

以加工化纤织物为主的浙江绍兴&萧山地区也有了很快的发展#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的仿真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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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涤纶及涤棉混纺织物的仿真丝绸整理!3’(L1
(’L%9’+’34’+,"旨在保持涤纶挺爽和弹性好的优点#赋予其良好的手感&透气性&吸湿导湿性和真

丝绸般的风格$ 仿真丝绸整理主要是对织物进行减量#使它具有柔软&透气和吸湿性能#再施加

适量的助剂#使其具有真丝绸的特殊性能$ 涤纶织物减量有碱减量和酸减量两种#施加的助剂

有丝鸣剂等$

!一"碱减量整理!V23%-%6%’,4$’+,"

碱减量整理是将涤纶织物按一定的条件放在碱溶液中处理#利用烧碱对涤纶的水解作用#

使纤维剥皮变细$

!"碱减量原理!涤纶由对苯二甲酸与乙二醇缩合而成#其大分子中含有大量的酯键#在强

碱作用下#酯键会断裂&水解为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

!, CB;#B;"" #"" ""C B

$$ ////

""//

""

C

""B

$$

C

!- ’ E#’"" !""2̂C; ’
////

""//

""2̂CCB BCĈ 2E’;CB;#B;#"" C;

涤纶在碱性条件下水解#由外及里像剥皮一样#使纤维变细#纤维及纱线间的空隙增加#形

成外松内紧结构#织物透气性和纤维的相对滑移性增加#质量减小#具有像真丝那样的柔软&滑

爽&飘逸的风格$

从理论上讲# 2̂C;与涤纶反应#消耗的摩尔比应为 #m"#即每消耗 #5/(̂ 2C;就有 "5/(的

涤纶被水解#也就是被减量$ 因此%

涤纶理论减量率 W
"I# [)̂2C;

# [:? [)"
["??J

涤纶实际减量率 W
)" 7)#

)"
["??J

烧碱的理论用量 W
# [:? [)"

"I# [理论减量率

式中%)"(((未处理涤纶织物质量’

)#(((经碱减量后的涤纶织物质量$

涤纶的实际减量率受到工艺条件#如助剂&浴比&反应温度&时间等的影响#比理论减量

率低$
#"影响碱减量的因素

!""氢氧化钠用量$ 氢氧化钠用量是对减量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按照理论分析##5/(的

2̂C;能水解 "5/(的涤纶#但实际反应中受到包括加工方式在内的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有部

分氢氧化钠不能参与反应#因此实际减量率低于理论减量率$ 在轧蒸法碱减量中#氢氧化钠的

反应比较充分#利用率可接近 "??J#但在浸渍法处理中#减量结束后仍有大量的 2̂C;留在残

液中#不可能全部利用#因此在制定配方时#应在理论用量的基础上提高一定的比例$ 用浸渍法

进行涤纶的碱减量整理时#残液中还留有大量的 2̂C;#不仅浪费#而且还加重了废水处理的负

担#因此许多企业都将残液回收&过滤后再用$ 多次回用后#由于残液中的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

累积浓度较高#则把这些高浓度的残液经酸析&提纯等处理后回收对苯二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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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时间$ 与其他化学反应一样#涤纶的碱减量随着温度的升高反应速率加快#则

达到同样反应效果的时间缩短#企业在利用溢流染色机进行碱减量处理时#浸渍处理温度为

I?H左右时#要用 G? >8?5’+ 时间#但采用 ""?H处理时#仅用数分钟时间$
!@"助剂$ 为了缩短减量的反应时间#节约能源#提高反应的均匀性#常常加入助剂#这

些助剂主要是渗透剂和减量促进剂#前者主要用在轧蒸法中#帮助渗透#提高反应效率’后者

用在浸渍法中#起到催化促进反应速度的作用$ 常用的减量促进剂为季铵盐类表面活性剂#

这类表面活性剂具有疏水性长链烃基#在碱液中可迅速地为涤纶所吸附#并与溶液中的季铵

化合物达到平衡#在高温水浴中有部分化合物可进入纤维表面的空隙#从而通过离子交换作

用#使溶液中的 C;7
可以迅速地向涤纶表面转移#提高了纤维表面的碱浓度#促进了纤维的

水解$
!:"其他因素$ 织物的组织结构和纤维的线密度也是影响减量速率的因素#织物越紧密#

纤维越粗#则减量速率越低#反之则高$ 此外#热定形也能影响减量速率#因为热定形后#涤纶的

结晶度和整列度提高#碱液的可及度降低#从而降低了纤维的水解速度$
0"碱减量工艺

例 "%浸渍法$
2̂C;!!!!!!!"G >#G,Ka!根据减量率确定"

渗透剂 " >#,Ka

促进剂 ",Ka

耐碱分散剂 ",Ka

浴比 "m"G

室温入布!升温!@HK5’+ 左右"!I=H左右!处理 :G5’+!水洗!中和!水洗!脱水!开

幅!干燥$

例 #%轧蒸法$
2̂C; !!根据减量率确定"

耐碱渗透剂 G >"?,Ka

二浸二轧!轧余率 8?J左右"!汽蒸!"??H##G5’+"!水洗!中和!水洗!干燥$

例 @%轧堆法$
2̂C; !!用量同轧蒸法"

耐碱渗透剂 G >"?,Ka

二浸二轧!轧余率 8?J >8GJ"!打卷包盖!室温反应!一昼夜"!水洗!中和!水洗!
干燥$

!二"酸减量整理!2.’- -%6%’,4$’+,"

使涤棉混纺&涤K棉交织物中的棉纤维经强酸水解去除#从而产生轻薄&松软&滑爽的丝绸

风格$
!"酸减量原理!棉纤维在浓硫酸!8#J以上"的作用下#纤维素分子水解成低分子物或脱

水炭化而被去除#留下了涤纶组分#增加了织物纱线及纤维间的空隙#使刚性减小#织物变得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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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而柔软$
#"酸减量工艺!浸轧 8GJ >DGJ的硫酸!轧余率 8?J左右"#在 @? >:?H保温堆置 #? >

@?5’+!或高温汽蒸 @5’+ 左右"#然后进行充分水洗和中和$

由于酸减量的效果不如碱减量#而且对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等带来许多麻烦#因此很少

采用$
!三"特殊整理!3)%.’2(9’+’34’+,"

经过减量的涤纶织物#虽然透气性&柔软性提高#具有丝绸的外观风格#但其吸湿性差#具有静

电效应#易吸尘和沾污#而且缺乏丝绸特有的丝鸣!丝绸摩擦时发出的一种声音"#可再通过亲水性

整理#赋予涤纶仿真丝绸吸湿性和抗静电性能#通过一种特殊的丝鸣剂处理#使其具有丝鸣$

九$泡沫整理

!一"泡沫整理!9/259’+’34’+,"的由来和发展

在常规的印染加工中通常以水为稀释剂#把染化料制成水的工作液#然后通过浸轧或浸渍

的方式使其浸轧到织物上去$ 通常织物带液率较高#其中纯棉织物的带液率一般在 D?J左右#

涤K棉织物的带液率在 8?J左右$ 在这些浸轧到织物上去的液体中所含固体物质极少#通常只

占 ?SGJ >GJ#其中绝大部分是水#而这些水分必须通过加热烘干而被去除#这样就消耗了大

量的能源$ 据国外不完全统计#印染加工行业所耗用的能源约占整个纺织工业耗能的 8?J#因

此如何在印染加工中节约能源#研究各种节能新工艺#一直受到印染界人士的重视#泡沫整理就

是人们寻求的各种节能新技术之一$ 泡沫整理是在浓度较高的整理工作液中加入发泡剂!9/21
5’+,2,%+$"#再利用发泡设备!9/25’+,-%0’.%"使其与气体!一般为空气"混合#形成一定质量的

泡沫#然后通过泡沫施加器把泡沫均匀地施加到织物上去#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织物的带液率

!$2L%1R)"#一般能使纯棉织物的带液率从传统浸轧的 D?J左右下降到 @?J以下#涤K棉织物的

带液率从传统浸轧的 8?J左右下降到 #?J以下#从而具有显著的节水和节能效果$ 由于带液

率低#减少或消除了织物在烘干过程中树脂的游移#提高织物弹性或节约树脂用量#由于带液率

降低而大大提高了烘干的车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另外泡沫整理既可以进行单面泡沫施加#

也可以进行两面含有不同药剂的泡沫施加#有利于开发新品种$

由于泡沫整理的均匀性受到一定限制#而且对工人的操作技术要求较高#目前在树脂整理

方面应用较少#但一些企业较多地把它应用到中厚乃至厚重织物!如牛仔布#家具布"的柔软&

上浆整理和给湿拉幅等加工中去$
!二"泡沫的形成和泡沫稳定性!9/253$2V’(’$A"

泡沫是泡沫整理中的关键#它是以薄层液膜相互隔离的气泡的集合体#其中以气体为分散

相#液体为连续相#组成一种气(液分散体系$ 由单独的两相形成的泡沫#表面积比原来的两相

增大了许多倍#因此泡沫的表面自由能比原来的单独两相大得多#这就意味着泡沫不能自发形

成#必须从外部加入能量才能发泡!这是发泡的条件之一"$ 形成泡沫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分

散法#即通过机械搅拌&振荡&剪切等方式将气体分散在发泡液中’另一种是聚集法#即在发泡液

中加有产生气体的物质#在减压或发生化学反应时在发泡液中产生气体聚集形成泡沫$ 在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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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中都采用分散法#聚集法则在立体发泡印花等工艺中采用$ 不论采用哪种方法发泡#形成

的泡沫都是不稳定体系#都有自发破裂的倾向$

为提高泡沫的稳定性#就要提高泡沫壁的回弹性以增强其修复泡壁的能力#或者延长泡壁

薄化所需的时间$ 工艺上通常加入与发泡剂结构相似的物质作泡沫稳定剂#用以提高泡壁弹

性#或加入高分子物质作泡沫稳定剂#用以提高发泡液本体的黏度#阻止泡壁中液体的流失#延

长泡壁薄化所需时间#从而增加泡沫的稳定性$

泡沫的发泡性能常以泡沫冲击高度!在特定的容器里#一定量的发泡液从一定高度流下#

冲击形成的泡沫高度"和发泡倍率!V(/6*2$’/#发泡液发泡后的泡沫体积是原发泡液体积的倍

率#<F"来衡量’泡沫的稳定性则以泡沫初见液时间!一定体积的泡沫出现第一滴液体所需的时

间#3?"和泡沫半衰期!42(91-%.2A$’5%3#泡沫破裂出现的液体达到组成泡沫液体体积的一半所需

的时间#3"K#"来衡量$

!三"发泡剂和泡沫稳定剂

!"发泡剂!;’,8*9) ,)&9<"!发泡剂都是表面张力较低的表面活性剂#如阴离子型的十二

烷基硫酸酯钠盐! 2̂a\"&十二烷基苯磺酸钠!U<\"&十六烷基磺酸钠!U\"’非离子型的平平加

C&净洗剂 dk&分散剂 TU等’阳离子型的 "##D&抗静电剂 \^等$

#"泡沫稳定剂!;’,8*9) :<,-*(*M&$"

能增加 2̂a\ 泡沫表面弹性的泡沫稳定剂有正十二醇&月桂酰胺&月桂酸等’增加泡沫黏度

的泡沫稳定剂有羟乙基纤维素!;jB"&羧甲基纤维素!B_B"&聚乙烯醇!MNU"&合成龙胶等$

!四"泡沫整理工艺

在狭缝式泡沫整理加工中#必须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控制好主要的工艺条件#这些工艺条

件包括泡沫整理液的配方&织物的带液率&发泡液流量&车速&发泡倍率&泡沫的初见液时间&泡

沫施加的均匀性&织物张力和泡沫回压等#它们在泡沫整理生产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要正确控

制织物上药剂的施加量#必须正确控制发泡流量&织物带液率和车速#它们的相互关系为%

发泡流量!,K5’+" W织物单位面积质量!,K5#" [门幅!5" [带液率!J" [车速!5K5’+"

如涤K棉织物泡沫防水整理工艺如下%

!""织物%涤 8GK棉 @G 纱绢#"#SI$%&[#K"#SI$%&[##:@@ 根K"?.5[#"D 根K"?.5$

!#"配方%

防水剂 Ug(@"?!!!!!!!!!!8J

发泡剂 h(#"? "J

!@"工艺条件%发泡倍率!<F" WIS:#3? W8G3#正面施加泡沫#织物带液率为 #DSDJ#车速

8?5K5’+#泡沫回压 :SG# >:SD"LM2#焙烘条件!"I?H#@?3"$

经泡沫整理的织物的断裂强力和弹性均高于传统的浸轧工艺#织物正面的拒水性优于传统

浸轧工艺#反面低于传统工艺#使用时只要正确区分正反面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泡沫整理是 #? 世纪 D? >=? 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节能技术#在能源紧张&水资源缺乏的今

天还应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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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特种整理

在纺织品的染整加工中#特种功能整理的研究一直是层出不穷&不断发展的$ 除上述特种

整理外#还有诸如生物酶整理&仿麂皮整理&仿毛仿麻整理&防辐射整理&高吸水性整理和纳米材

料整理等$
!一"生物酶整理!%+nA52$’.9’+’34’+,"

传统的纺织品的染整加工方式或多或少地采用化学品#虽经处理#但还是会对环境带来一

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人们不断尝试采用无害或少害的加工方式$ 利用生物酶进行织物的后整

理就是染整加工的新进展之一$ 酶是一种生物催化剂#通常是由生物体产生的具有催化作用的

一类蛋白质#它的催化功能具有专一性和高效性#不需要高温&高压&强酸&强碱的作用条件$ 目

前酶在织物后整理中的应用主要是进行纤维素和蛋白质纤维织物的高档化和高附加值化

加工
,""- $
!"纤维素纤维织物的生物酶抛光整理!纤维素酶对纤维素有专一高效的催化分解作用#

利用纤维素酶对纤维素纤维织物进行处理#使织物表面外露的茸毛首先被去除#使织物表面光

洁#起到了抛光作用$ 控制纤维素酶处理的深度#不仅能起到抛光作用#还能进行纤维素纤维织

物的减量&柔软等整理$
#"羊毛织物的生物酶防毡缩整理!羊毛织物由于表面鳞片层的逆向摩擦效应极易产生

毡缩#利用碱性蛋白酶对羊毛进行处理#去除羊毛的表面鳞片层#可以起到防毡缩作用$ 传

统的羊毛织物防毡缩整理的加工往往采用氯化树脂法#但该法由于产生大量的污染而逐渐

被禁用$ 这大大促进了利用生物酶进行羊毛防毡缩的研究和应用$ 目前#单用生物酶处理

羊毛还不能达到良好的防毡缩效果#但是先进行羊毛织物的氧化预处理再在一定条件下进

行生物酶处理#已能达到良好的羊毛织物防毡缩效果$ 此外#利用蛋白酶也能对羊毛织物进

行抛光&柔软等处理$
!二"仿麂皮整理!3R%-%9’+’34"

麂皮是一种小型鹿类动物的毛皮#手感柔软&丰满而富有弹性#深受人们喜爱#广泛用于光

学工业和服装业#但由于天然资源有限而激发人们进行人造麂皮的研究$ 采用超细涤纶#以机

织&针织或非织造组织结构的织物#进行一系列的染整加工即可得到仿麂皮织物$ 其加工流程

为%超细复合纤维!织造!水洗!松弛!干燥!预定形!染色!水洗!干燥!功能整理!上

浆!上聚氨酯!Mk"!磨毛!定形!人造麂皮$

人造麂皮的风格和质量与加工顺序也有很大关系#可根据产品要求适当调整工艺流程$
!三"仿毛仿麻整理!6//(1(’L%2+- (’+%+1(’L%9’+’34"

毛&麻都是人们喜爱的天然纤维#但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 仿毛&仿麻是用涤纶织物进行碱

减量#再分别按照毛&麻织物的某些染整工艺进行加工#制成仿毛类或仿麻类织物$ 当前纺织品

市场上的)胜毛*就是一种典型的仿毛产品#其含义是它不仅有毛织物的优良性能!实际上仍有

一定差距"#而且在织物的抗皱性和尺寸稳定性等方面还超过羊毛织物$
!四"防辐射整理!*2-’2$’/+ *%3’3$2+$9’+’34"

通过整理#在织物纤维的表面形成金属离子或金属粉末的连续层#起到导电和防止射线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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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作用$ 这类织物被用于电脑操作员和与射线接触的特殊场合的工作人员的防护服#也已被

用于怀孕妇女的防护服$

!五"高吸水性整理!4’,4 62$%*2V3/*V2V’(’$A9’+’34"

把高吸水性树脂整理到织物上#这类树脂是网状结构的电解质#如聚丙烯酸类高分子化合

物#遇水形成溶胀状的网状结构#在网状结构链上具有一定数量的阴离子羧基#具有很强的水化

能力$ 另外#钠离子通过水化作用也结合一定数量的水$ 离子的水化和网状结构的保水作用抑

制了水的流动#大大提高了保水功能$ 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保水能力能达到本身体积的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它以前被用于宇航员的尿裤#目前已广泛用于婴幼儿尿布和妇女的卫生防护用品$

!六"纳米材料整理!+2+/152$%*’2(9’+’34"

纳米材料由于其特殊的结构而具有特殊的性能#被称为 #" 世纪最有生命力的新材料而被

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纳米材料在纺织品整理中的应用是通过黏合剂把它固着在纤维上#由于

纳米材料的尺寸极小#在溶液中极易团聚#所以纳米材料工作液的分散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问题#很难把纳米材料均匀地施加到纤维上#另外黏合剂的应用会影响织物的透气性和吸湿

性#因此把纳米材料整理到织物上成为纺织行业的研究热点之一$ 由于纳米材料本身的性

能不同#经过纳米材料整理的纺织品可以具有防紫外线&防红外线&防辐射&抗菌&拒水等不

同功能$

复习指导

织物整理是纺织品加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提高纺织品的档次"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开发

新产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染整加工的后道工序!织物整理除了必须进行的一般整理

外!还有根据织物的不同用途所进行的功能整理# 从一定程度上说!织物整理也是纺织品加工

中研究内容最多的部分# 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掌握以下内容$

"S了解和熟悉棉织物"毛织物"丝织物和化纤织物的一般整理要求和各自的特点#

#S了解棉类织物的一般树脂整理工艺!加工条件对织物弹性和织物强力的影响!以及实现

低甲醛"无甲醛树脂整理的途径和方法#

@S了解织物的涂层整理"防水拒水整理"阻燃整理和抗菌整理的目的和特点#

:S了解当今人类对紫外线进行防护的重要性!进行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整理的目的"意义"

加工方法和效果评价#

GS了解防污整理和抗静电整理的目的和各自的特点!以及基本加工方法#

8S了解和熟悉涤纶织物碱减量处理的目的和主要加工方法#

DS了解泡沫整理的目的"加工原理和主要加工方式#

思考题

"S在染整加工中!为什么一般棉机织物都要进行定幅’拉幅(整理& 其加工原理是什么&

加工中应注意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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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织物为什么要进行光泽整理或轧纹整理& 轧光"电光和轧纹整理有什么异同点&
@S什么是织物的绒面整理& 起毛和磨绒各有什么特点&
:S织物的柔软整理和硬挺整理各有什么特点和要求&
GS为什么要对织物进行增白处理& 棉织物的上蓝增白与荧光增白剂增白有什么异同点&
8S什么是织物的缩水率& 为降低棉类织物的缩水率有哪些重要的加工方法&
DS为什么要进行棉织物的防皱整理& 什么是耐久压烫整理& 什么是低甲醛"无甲醛树脂

整理&
=S毛织物的整理主要进行哪些加工& 各有什么特点&
IS丝织物主要进行哪些整理& 各有什么特点&
"?S引起棉针织物缩水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可采取哪些加工方式对其进行防缩&
""S常用的涂层剂"涂层设备和涂层加工方式各有哪几类& 各有什么特点&
"#S织物的防水整理和拒水整理有什么异同点&
"@S为什么要进行织物的阻燃整理& 简述阻燃整理的基本原理#
":S简述纺织品进行抗菌整理的目的!怎样达到抗菌整理的目的&
"GS为什么人类越来越重视对紫外线的防护& 通过哪些加工方法可以进行纺织品的防紫

外线整理&
"8S织物的拒油和易去污整理各有什么特点& 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
"DS纺织品为什么会发生静电& 怎样防止静电的影响&
"=S为什么要对涤纶织物进行减量处理& 怎样进行碱减量整理&
"IS泡沫整理有什么作用& 在泡沫整理加工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S对织物进行生物酶整理有什么优点&
#"S什么是仿麂皮整理"仿毛和仿麻整理& 什么是织物的高吸水性整理&

参考文献

!"" 陶乃杰&等 S染整工程#第四册$!_"e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II#S
!#" 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 S印染手册!_"e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ID=S
!@" 张洵栓&等 S染整概论!_"e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I=IS
!:" 纪奎江&刘世平&等译 S交联剂手册!_"e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II?%@I=S
!G" 上海印染行业协会编 S印染手册#第二版$!_"e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S
!8" 罗瑞林 S织物涂层!_"e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II:S
!D" 王菊生&孙铠&等 S染整工艺原理#第二册$!_"e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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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张济邦 S防紫外线织物#一$!d"e印染&"II8##$%@I 7:@S
!"?" 吴雄英 S纺织品抗紫外线辐射性能的测试方法比较!d"e印染&#??"##$%@= 7:?S
!""" 宋心远&沈煜如 S新型染整技术!_"e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III%8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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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质检和包装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许多企业因质量过硬而赢得了信誉#拓展了市场’也有一些企业因质量

问题而失去客户#甚至在经营中被索赔而损失惨重$ 因此任何生产企业都必须十分重视产品质

量的管理$ 作为监督生产&保证质量的重要手段#产品必须进行质量检验!.4%.L /9lR2(’$A"$ 印

染布的质量检验#包括外观!2))%2*2+.%"质量检验!如机台检布码布"和送样进行内在质量的检

测$ 产品按照质检的结果进行分等分级&开剪和包装$

第一节!印染布的外观质量检验

印染布的外观质量检验在检布码布机上进行$ 检布机!.(/$4 (//L’+,52.4’+%"和码布机

!)(2’$’+,52.4’+%"有的各为独立设备#有的为一个整体的联合机$

一$ 检布码布设备和检布

检布码布设备由进布架&检布机&容布箱&码布机组成$ 其中#检布机的主体之一为一块下

边装有日光灯管的大玻璃板#玻璃板与地面成一定角度#坐在玻璃板前的检验员的视线与该板

成约 I?i角$ 经过检验的布进入容布箱#再到码布机上测量$ 码布机可以按公制!"5"或英制

!" 码"调节间距进行测量!也称码布"#经测量的布按米或码对折叠层#也可以由卷装机打

成卷$

检布时#被检验的织物平铺在检布机的玻璃平板上#检验员坐在检布机前注视着被检验的

织物#按照不同品种的特点检查其外观疵病#发现疵病用粉笔划出#并在相应位置的布边订上色

线#以便查找$ 检验一段织物!相当于玻璃平板的长度"后再前进一段#如此反复#直到一批布

检验完毕$ 检验好的织物进入容布箱待测#然后到码布机上测量后折叠或卷装$

有的检布码布机上直接装有计数器#检验后的布在向前运行时经计数器计数后直接打卷$

从事检布工作的检验员要熟悉相关印染布的外观疵病!2))%2*2+.%92R($"$

二$印染布的常见外观疵病
!"#

印染布的外观疵病#有一般外观疵病&染色布外观疵病&印花布外观疵病和整理外观疵病$
!一"一般外观疵病

!""幅宽不符!6’-$4 %**/*"$ 成品的门幅与要求的门幅不一致#或大或小#超出规定误差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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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斜!V’236%9$’3L%6’+,"$ 织物的纬纱与经纱不垂直$
!@"条干不匀!$6’$$A"$ 织物经向或纬向纱线排列的间距不均匀$
!:"边疵!3%(0%-,%-%9%.$"$ 布边出现各种疵病#如荷叶边&舞蝶边&豁边等$
!G"破洞!4/(%"$ 因经纬纱断裂引起的小洞$
!8"补洞痕!4/(%75%+-’+,52*L"$ 织物上的破洞虽经修补#但留下明显的痕迹$
!D"污迹!3$2’+"$ 在染整加工中留下明显沾污的痕迹$
!="皱痕!-%.2$’+,52*L"$ 因加工不慎引起纵向或横向的起皱条痕$
!二"染色布外观疵病

!""色差!./(/*-’99%*%+.%"$ 织物不同部位的颜色不一致#包括前后色差&正反面色差&批与

批之间的批差和缸差等$
!#"条花!3$*%2LA"$ 经向有条状色泽深浅$
!@"色档!./(/R*V2*"$ 纬向有条状色泽深浅$
!:"色斑!3)%.L(%"$ 布面有深浅不同的颜色斑迹$
!G"色点!$’+$52*L"$ 布面有颜色深浅不同的小点$
!8"边深浅!(’3$’+,"$ 布边比其他部分的颜色深或浅$
!D"水渍!62$%*52*L"$ 布面局部斑状水渍痕$
!="风印!-*29$52*L"$ 布面局部色深浅!活性染料"$
!I"色浅!6%2L 7./(/*"&色萎!32- 7./(/*"$ 布面色泽较浅#色光萎暗$
!"?"夹花!3$*%2L’+,$4*%2-3"$ 织物中少量异种纤维未上染颜色而形成的露白$
!三"印花布外观疵病

!""脱浆!./(/*7/R$"$ 印花色浆未能连续供应引起的印花图案不连续$
!#"拖浆!./(/*735%2*"$ 多余的印花色浆未刮去#拖入后续图案中$
!@"溅浆!3)%6’+,"$ 因花筒或因圆网转速变化引起色浆溅到织物上引起多余的颜色$
!:"对花不准!5’3*%,’3$%*"$ 因花筒&圆网或平网对花时位置的偏移引起图案位置不准$
!G"色档!./(/R*7V2*"$ 因突然停机等原因引起被印织物出现横档颜色$
!8"皱印!.*%23%52*L"$ 在织物起皱时印上的图案$
!D"刮刀条花!-/.$/*52*L"$ 因刮刀刮浆不尽引起的条状条纹$
!="渗花!9(R34’+,"$ 因色浆黏度偏低引起图案的渗色$
!四"整理外观疵病

!""擦伤痕!.429%52*L"$ 织物在加工过程中因与机器的某个部位的强烈摩擦引起的表面

伤痕$
!#"压痕!)*%33R*%52*L"$ 织物的某一部位受压后留下不易回复的形变痕迹$
!@"深针痕!-%%) )’++’+,"$ 织物经针铗拉幅后布边留下明显较深的针洞痕迹$
!:"布铗痕!.(’) 52*L"$ 织物经布铗拉幅后布边被铗部分留下明显的布铗印$
!G"毛毯痕!V(2+L%$52*L"$ 织物经毛毯包夹进行热处理后局部留下包铗变形的痕迹$
!8"折皱!6*’+L(%"$ 织物在加工中因折叠留下的皱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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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极光!V*’,4$3)%.L3"$ 织物因受光滑物体重压或平磨引起织物特强的异常反光$
!="鸡爪纹!.*/63o9%%$"$ 织物因局部起皱或加工不当引起鸡爪一样的小皱纹$
!I"起球!)’((’+,"$ 织物表面因纤维起毛引起纤毛卷曲成球状$
!"?"异味!)%.R(’2*35%(("$ 织物散发出不正常的气味$

第二节!内在质量检测

织物除了外观质量外#内在质量也很重要#会直接影响服用性能#因此必须进行内在质量

!理化指标"的检测$ 由于织物品种繁多#加工方式和服用性能有很大差别#哪些项目应该检

测#哪些项目可以免检以及对检测机构和标准条件等要求视品种和产品用途而定$

一$检测机构或部门

!一"企业的质检机构或部门

每个生产企业都应有自己的质检机构或部门$ 按照本企业的标准!或参照有关标准"进行

某些项目的产品内在质量检测#以监督生产和把握产品质量关$ 企业的检测机构或部门的检测

人员由熟悉检测项目的专人组成#可以是小规模的承担日常项目的检测#其检测报告只供本企

业内部参考’有些企业的检测机构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由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能承担

大量的不同项目的检测#其检测报告能得到客户认可$ 但按照我国目前的计量法规定#非独立

法人的企业检测机构不能进行计量认证#也就不能对外营业$
!二"独立法人的检测机构

独立法人的检测机构如其具有规定的质量管理体系&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仪器设施#经

过权威机构对其能力和水平的认可并完成省级以上计量认证的#可以对外营业#接受客户的委

托检测$

二$纺织品的质量检测标准

纺织品的质量检测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方法!3$2+-2*- 5%$4/-"进行#必须有据可依#有据

可查#相互之间有可比性$
!一"各级标准

!"国际标准!NKO"!由国际标准化组织!O+$%*+2$’/+2(3$2+-2*-’n2$’/+ /*,2+’n2$’/+"制定的标

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非官方的各国国家标准化协会!O\C成员国"组成的世界性联合会组

织#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由 O\C技术委员会负责#新制定的标准需经 @K: 以上的成员国通讯投

票赞成才能通过实施$
#"国家标准!9,<*’9,(:<,9A,$A"!由各个国家权威机构制定的本国标准#如日本工业标准

!dO\#d2)2+ ’+-R3$*’2(3$2+-2*-’n2$’/+"$
0"中国国家标准!D%*9&:&9,<*’9,(:<,9A,$A"!由中国国家权威部门批准发布的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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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代号取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
!""强制性国家标准$ 经国家权威部门批准#发布实施的标准#代号)g<*$
!#"推荐性国家标准$ 经国家职能部门批准#发布施行的标准#代号)g<Kb*$
1"纺织标准!<&P<*(&:<,9A,$A"!有推荐性纺织行业标准#代号)hpKb*’原纺织工业部部颁

标准#代号)hd*$
2"企业标准!A&?,$<8&9<:<,9A,$A"!生产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和产品要求自行制定的

标准$
3"其他标准!一些区域性的或地方性的标准!如欧洲标准"$
!二"标准的标识和序号

规范的标准都有一定的名称标识!+25%’-%+$’9’.2$’/+"和序号!/*-%*"#如评定变色用灰色样

卡 g<#G?("IIG&O\C"?GKU?#("II@#代替 g<#G?(=:,#- $ 其含义是该标准的名称为)评定变

色用灰色样卡*#在国标中的排序号为 #G?#于 "IIG 年重新修订或确认#该标准即为 O\C"?GK
U?#("II@ 的标准#用来代替 g<#G?(=: 标准$ #? 世纪 I? 年代起#我国的标准制定或修订的

年份一律改为 : 位数标注#代替原来的 # 位数标注$ 一旦新的标准正式实施#老标准就自动

废除$
!三"标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每项检测标准大多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和要求$
!""适用范围!3./)%/92))(’.2$’/+"$ 规定该标准所适用的领域和范畴$
!#"引用标准!lR/$%3$2+-2*-"$ 说明哪些标准被该标准引用而成为该标准的条文#但如果

所引用的标准被修订#则应探讨使用被引用标准的最新版本$
!@"原理!)*’+.’)(%"$ 制定该标准的基本原理$
!:"设备和试剂!%lR’)5%+$2+- *%2,%+$"$ 对仪器设备和试剂的基本要求和规定$
!G"试样!3)%.’5%+"$ 对试验样品的制备要求$
!8"操作程序!/)%*2$’+,3%lR%+.%"$ 试验的操作规程和步骤$
!D"测试报告!$%3$’+,*%)/*$"$ 对测试报告的内容和要求作出规定$
!="其他注意事项$ 对有些检测项目特定要求的说明#如物理指标的测试应在标准大气条

件下进行#接触有害物质时应采取防护措施等$

三$其他检测条件

!一"试验人员!$%3$’+,5%5V%*"

经过一定技术培训有上岗资格的专职检测人员#能正确掌握检测方法和操作要点#办事认

真#公正细致$
!二"一般试验室!./55/+ (2V/*2$/*A"

室内布局合理&清洁&整齐#光源充足#空气流通#具备相应仪器和人员操作的必备条件$
!三"标准大气!3$2+-2*- 2$5/3)4%*%"

有些检测项目需要用到符合标准大气条件控制的恒温恒湿室!./+3$2+$$%5)%*2$R*%2+- 4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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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如高精度地正确称量纺织品和进行纺织品的物理指标检测等#必须在规定的条件

!即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不少企业不具备恒温恒湿室的标准大气条件#则检测时尽可能接

近规定的标准大气条件!不符合规定试验条件的检测数仅供参考"$ 标准大气的级别及对温度

和湿度的要求见下表$

标准大气级别及要求
!##

标准大气级别
试验用温带标准大气 试验用热带标准大气

温度KH 湿度KJ 温度KH 湿度KJ

一级标准 #? q# 8G q# #D q# 8G q#

二级标准 #? q# 8G q@ #D q# 8G q@

三级标准 #? q# 8G qG #D q# 8G qG

我国处于温带#采用试验用温带标准大气#如出口到热带地区的纺织品采用哪种标准大气

可征求用户意见$

!四"标准贴衬织物!3$2+-2*- 2-c2.%+$92V*’."

在进行染色牢度试验时常使用各种贴衬织物#但由于贴衬织物的不同性能会影响检测结

果#因此对标准贴衬织物的技术要求都有详细的规定#不仅对于各种标准贴衬织物的纱线的

材料&细度&捻度#坯布的组织结构和密度#处理后织物的单位面积质量&润湿性&);值&白度

和按特定条件染色后的洗涤沾色性有标准要求#而且对于不能含有整理剂&无残留化学品和

化学损伤等都有规定$

!"单纤维!:*9)(&@;*-$&"标准贴衬织物!由单一纤维组成的标准贴衬织物#如纯棉&羊毛&

蚕丝&苎麻&聚酯纤维&聚酰胺纤维&聚丙烯腈纤维&粘胶纤维等标准贴衬织物$ 每一种或两种标

准贴衬有一个相应的国家标准$

#"多种纤维!8,(<*;*-$&"标准贴衬织物!由 8 种不同的纤维按纵向织成连体的 8 条标准贴

衬#所以称多种纤维标准贴衬织物$ 我国常用的多种纤维标准贴衬织物一般分为两类%

!""\T类$ 按丝&棉&锦&涤&腈&毛顺序排列#其中 \ 代表丝绸!3’(L"#T代表羊毛!6//("$

!#"\N类$ 按丝&棉&锦&涤&腈&粘顺序排列#其中 \ 代表丝绸#N代表粘胶!0’3./3%"$

0"选择贴衬织物的原则!在选择单纤维标准贴衬织物时#应考虑被检试样的纤维种类#

如被检试样为单纤维织物#则选择与试样纤维同类型或接近的标准贴衬织物’如果试样是两

种以上的混纺或交织物#则选择与试样中纤维含量较高的纤维相同类的标准贴衬织物$ 如

选择多种纤维贴衬#要选择包括试样纤维种类在内的一类贴衬$ 选择标准贴衬织物时注意

征求用户意见$ 我国的单纤维标准贴衬织物都分别由指定单位按规定要求加工和定点销

售#多种纤维标准贴衬织物目前还依赖进口$

!五"灰色样卡!,*2A3.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基本灰卡为 G 对无光的有不同程度色差的灰色小卡片!纸片或

布片"#根据每对卡片之间的色差大小#依次定为 " >G 级#以 " 级为最低!即色差最大"#G 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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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肉眼不能分辨色差"$ 另外再在每两个级别之间各插入半级#因此灰卡的评级为 G 级 I 档#

分别为 " 级&" 7# 级&# 级&# 7@ 级&@ 级&@ 7: 级&: 级&: 7G 级和 G 级$

评级时#被评的原样与变色试样像灰卡的一组卡片一样紧挨在一起#然后与灰卡比较#找出

与其色差的大小最接近的一档灰卡#并以这档灰卡的级别定级$ 评级时注意不能触摸灰卡卡片

的表面#一旦灰卡的表面被触摸摩擦变样#或者因使用时间较长而表面光泽变样#就需要更换

弃用$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基本样卡为 G 对灰色与白色对应的有不同程度色差的小卡片#

同理根据色差大小定为" >G级#" 级为最低#G 级最高#并在每两级之间各插入半级#组成 G 级 I

档#分别为 " 级&" 7# 级&# 级&# 7@ 级&@ 级&@ 7: 级&: 级&: 7G 级和 G 级$ 评级时白布与沾色

布像灰卡的一组卡片一样紧挨在一起为一组#然后与沾色灰卡比较#色差最接近的一对灰卡的

级别即为试样的沾色级别$

除灰色样卡以外#还有评定变色和沾色用的彩色样卡!./(/*3.2(%"#常用的彩色样卡有 G

种#分别为红&黄&蓝&绿&棕#其设计原理和评级方法同灰色样卡$ 此外#色差的评级还可以用测

色仪评定$
!六"标准光源!3$2+-2*- (’,4$3/R*.%"

物体的颜色本身是由物体对光的吸收和反射引起的#不同的光源能造成不同的视觉效果#

因此在色差评级时需要有统一稳定的光源$ 现在用得较多的是标准光源箱#它是一个五面有

板#一面敞开的空箱体#箱体的内板是灰色无光的#正面敞开供操作人员评级用#顶上装有灯管#

一般装有 P8G光源&紫外光源和荧光光源$ 通常的评级都采用模拟日光的 P8G 光源#在特殊要求

时#可使用紫外或荧光光源$ 使用标准光源箱时不能摩擦或刻划到光源箱的内壁#以免影响光

线的反射$ 在没有标准光源而采用日光时#注意避开早晚光线偏暗和中午光线太强的时间#并

且注意采光的方向$
!七"测试仪器!$%3$’+,’+3$*R5%+$"

企业检测用的玻璃仪器必须是符合标准精度的器皿$ 对于一般量器和检测仪器都要定期

检验计量#一般每年计量一次#中间再核查一次$ 对于高标准的纺织品检测机构或部门#检测用

的玻璃仪器必须经权威的计量单位计量认证’使用的量器和检测仪器及设施都要求定期检验&

计量#一般每年有省级以上权威机构计量一次#中间再自行进行核查一次$ 检测仪器的条件必

须符合测试标准的要求#如果标准更新#对该测试仪器的要求有变化#则在规定期限内相应检测

仪器也应有所变更$

四$主要检测内容

对整个纺织品来说#其内在质量的检测项目有几百项#但对某一纺织品的内在质量#必须检

测的项目可能只需几项$ 对于不同类别的印染产品的检测有不同的要求#如毛织物和丝织物有

与棉及其混纺织物不同的检测项目#但就共性而言#常见的检测项目主要有以下各项
,#- $

!一"印染布的染色牢度!./(/R*923$+%33/9-A%- 2+- )*’+$%- 92V*’.3"

印染布的染色牢度是指染色或印花布上的染料经受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在不同程度上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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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原来色泽的性能$
!"耐洗色牢度!+’(’/$;,:<9&::<’ =,:%*9)"!衡量纺织品经受一定条件的洗涤!如皂液&温

度&时间&机械搅拌&冲洗等"和干燥后#原样的变色和对贴衬布的沾色性能$ 耐洗色牢度的要

求按从低到高的洗涤条件分为五种试验方法$ 耐洗色牢度以前被称为皂洗牢度$
#"耐摩擦色牢度!+’(’/$;,:<9&::<’ $/--*9)"!衡量纺织品在规定条件下与标准贴衬布相

互摩擦#试样引起摩擦贴衬布沾色的性能$ 耐摩擦色牢度分为耐干摩擦和耐湿摩擦色牢度

两类$
0"耐汗渍色牢度!+’(’/$;,:<9&::<’ ?&$:?*$,<*’9"!衡量纺织品在汗液存在的条件下#经

受一定温度和压力并保温一定时间后原样的变色和对贴衬布沾色的性能$ 耐汗渍色牢度根据

人工汗液的区别分为耐酸性汗渍和耐碱性汗渍色牢度两类$
1"耐水色牢度!+’(’/$;,:<9&::<’ =,<&$"!衡量纺织品经水浸后#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保

温一定时间后原样的变色和对贴衬布沾色的性能$
2"耐唾液色牢度!+’(’/$;,:<9&::<’ :,(*.,"!衡量纺织品在人造唾液存在的条件下#经一

定的温度&压力和保温时间后原样变色和对贴衬布沾色的性能$
3"耐干洗色牢度!+’(’/$;,:<9&::<’ A$I +(&,9*9)"!衡量纺织品在有机溶剂!全氯乙烯"中

按规定条件洗涤并干燥后原样变色和对贴衬布沾色的性能$
4"耐光色牢度!+’(’/$;,:<9&::<’ (*)%<"!衡量纺织品经一定条件的人造光照射后原样变

色的性能$ 耐光色牢度以前被称为日晒牢度$
5"耐光&汗复合色牢度!+’8?(&P +’(’/$;,:<9&::<’ (*)%<6?&$:?*$,<*’9"!衡量纺织品在带

有一定汗液的条件下#经一定条件的人造光照射后原样变色的性能$
J"耐氯化水色牢度!游泳池水" $+’(’/$;,:<9&::<’ +%(’$*9,<&A=,<&$!:=*88*9)@?’’(=,@

<&$"%!衡量纺织品在含氯水!模拟游泳池水"中按一定条件洗涤后的原样变色性能$
!L"耐干热!热压除外"色牢度$+’(’/$;,:<9&::<’ A$I %&,<!&P+(/A*9) %’<?$&::*9)"%!衡

量纺织品在一定温度的干热条件下保持 @?3后原样的变色和对贴衬布沾色的性能$ 常用试验

温度为三档#分别为 "G?H q#H&"=?H q#H和 #"?H q#H#可根据纤维品种的差别#选择三档

不同温度中的一档$ 耐干热色牢度以前被称为升华牢度$
!!"耐热压色牢度!+’(’/$;,:<9&::<’ %’<?$&::*9)"!衡量纺织品在一定温度和压力条件

下保持 "G3后原样变色和对贴衬布沾色的性能$ 耐热压色牢度可分为干压&潮压和湿压三种’

温度条件可根据纤维品种的不同选择三档!""?H q#H&"@?H q#H和 "G?H q#H"中的一档#

必要时也可采用其他温度#但要在实验报告上注明$ 耐热压色牢度以前被称为熨烫牢度#但具

体要求有些变化$
!#"耐家庭和商业洗涤色牢度!+’(’/$;,:<9&::<’ A’8&:<*+,9A+’88&$+*,((,/9A&$*9)"!

衡量纺织品在模拟家庭和商业洗涤条件下综合试验后原样变色和对贴衬布沾色的性能$
!0"其他染色牢度!根据织物用途的不同#有些印染布需要检测其他的染色牢度#如耐刷

洗色牢度!./(/R*923$+%33$/V*R34 6234’+,"&耐气候色牢度!./(/R*923$+%33$/6%2$4%*’+,"&耐有机

溶剂色牢度!./(/R*923$+%33$/3/(0%+$"&耐热水色牢度!./(/R*923$+%33$/4/$62$%*"&耐煮沸色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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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R*923$+%33$/V/’((’+,"&耐汽蒸色牢度!./(/R*923$+%33$/3$%25’+,"&耐碱煮色牢度!./(/R*
923$+%33$/3/-2V/’((’+,"&耐碱斑色牢度!./(/R*923$+%33$/2(L2(’3)/$$’+,"&耐酸斑色牢度!./(/R*
923$+%33$/2.’- 3)/$$’+,"&耐海水色牢度!./(/R*923$+%33$/3%262$%*"&耐丝光色牢度!./(/R*923$1
+%33$/5%*.%*’n’+,"&耐过氧化物漂白色牢度!./(/R*923$+%33$/)%*/&’-%V(%2.4’+,"等$

!二"印染布的物理机械性能和整理效果

!"织物的尺寸变化率!$,<*’ ’;;,-$*+A*8&9:*’9,(+%,9)&"!织物的尺寸变化率也称缩水

率#是指一定状态的定长织物按规定条件洗涤干燥后的尺寸变化值与洗涤前相同定长的比率$

机织物的尺寸变化率常分经向和纬向分别计算和表示$
#"织物拉伸性能!<&9:*(&?$’?&$<*&:’;;,-$*+:"!衡量织物经受拉伸的能力$ 织物在一定

条件下拉伸断裂时经受的拉力为该织物的断裂强力!V*%2L’+,9/*.%"#断裂试验前后拉伸长度的

变化率为该织物的断裂伸长率!%(/+,2$’/+ 2$V*%2L"$ 织物拉伸性能的检测有条样法!3$*’) 5%$41
/-"和抓样法!,*2V 5%$4/-"#以前者应用较多$

0"织物撕破性能!<&,$?$’?&$<*&:’;;,-$*+:"!衡量织物经受撕裂的能力$ 在规定条件下

测试织物承受切口扩展撕破的强力!$%2*9/*.%"$ 织物撕破性能的测定有冲击摆锤法!V2((’3$’.
)%+-R(R55%$4/-"&舌形试样法!$/+,R%342)%- $%3$3)%.’5%+35%$4/-"和梯形试样法!$*2)%n/’-2(
342)%- $%3$3)%.’5%+35%$4/-"#通常以冲击摆锤法最常用$

1"织物折痕回复性!$&+’.&$I ;$’8+$&,:*9) ’;, ;’(A&A:?&+*8&9"!衡量织物在一定条件

下经折皱变形后再回复原状的能力#通常以经向与纬向的两回复角之和来评价$
2"织物硬挺度!:<*;;9&::’;;,-$*+:"!衡量织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刚性和柔软性$ 通常以斜

平面法测定$
3"织物起球性!?*((*9) ?$’?&$<*<I ’;;,-$*+:"!衡量织物在一定条件下#经表面摩擦引起织

物起毛和起球的性能$ 织物起球性试验主要有圆轨迹法!.’*.R(2*(/.R35%$4/-"&马丁代尔法

!52*$’+-2(%5%$4/-"和起球箱法!)’((’+,V/&5%$4/-"$ 三者的水平没有可比性#试验方法根据织

物品种和服用要求选择#我国目前用得较多的是圆轨迹法$
4"织物透气性!?&$8&,-*(*<I ’;;,-$*+:<’ ,*$"!衡量织物在一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允许

通过单位面积织物的气体流量的能力$
5"其他!此外还有织物的耐磨性!6%2*2V’(’$A"&悬垂性!-*2)2V’(’$A"&表面抗湿性!*%3’3$2+.%

$/3R*92.%6%$$’+,"&抗渗水性!*%3’3$2+.%$/62$%*)%+%$*2$’/+"&接缝强力和接缝效率!3%253$*%+,$4
2+- 3%25%99’.’%+$A"&抗静电性!2+$’3$2$’.)*/)%*$A"&阻燃性!+/+ 7./5VR3$’V’(’$A"和织物上的甲醛

含量!./+$%+$/99/*52(-%4A-%"&);值!);02(R%"&禁用染料!9/*V’--%+ -A%3#V2++%- ./(/R*2+$3"及

可萃取重金属!%&$*2.$2V(%4%20A5%$2("等质量检测$

上述印染布的内在质量的检测#有些项目企业能自行检测#有些则要送专门的检测机构检

测$ 根据用户要求#有些还需提供权威的检测报告$

五$检测报告

一份正规的检测报告!也称试验报告"是对某试样的基本信息及其在一定条件下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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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表述#报告内容必须清楚&正确&完整#正规的检测报告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检验单位名称$
!#"检测报告及其代号和编号$
!@"试样名称&规格和数量$
!:"检测项目名称$
!G"委托单位及地址$
!8"委托人及其联系方式$
!D"送样日期及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执行检测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
!I"检测结果!依据标准方法所要求的表述"$
!"?"备注!包括任何偏离标准方法的内容及说明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被检验样品的贴样$
!"#"报告编制人&审核人和批准人的签名及签名日期$
!"@"检测单位盖章!一般为检测专用章’得到权威机构认证的#应有专门符号的检测专用

章$ 例如#得到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证书的可以有 B̂ Ua标志符号"$

第三节!开剪和包装

一$分等分级

织物经过外观质量检验和必要的内在质量检测#根据加工质量!如以外观疵病的程度进行

打分和某些内在质量指标"对照产品标准#进行分等分级!,*2-’+,2+- .(233’9A"#一般可分为一等

品&二等品&三等品和等外品$ 有些代加工产品#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检验#符合要求#客户认

可#就作为正品交给客户$

二$开剪和包装

产品分等分级后#按不同等级开剪!.R$$4*/R,4"#同一等级的印染布如果太长#可再按一定

长度剪开$ 同一品种织物开剪后按相同等级的放在一起计量包装!)2.L’+,"#目前多数选用塑

料袋包装#即把织物折叠或打卷后放入塑料袋#袋中装入相应的纸卡#写明织物的品种&编号&颜

色&长度&等级及生产厂家等#如果是最终成品的包装#还应有生产厂家或供应商的联系信息$

今后的纺织产品还应有一定的安全标志$ 塑料袋装的纺织品若还要装箱或打包#简易的包

装是采用硬纸或布把一定数量的成品包好后放在打包机上收紧打包’要求较高的包装是把

一定数量塑料袋包装的成品再放到一定规格的纸箱或木箱内#然后在打包机上打包$ 不论

采用哪种方法#都要在包&箱外印上或贴上产品的基本信息资料#如果是纸包或布包还应挂

上适当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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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指导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产品质量的检验

也越来越重视# 作为教科书!也应跟上时代的发展!在介绍产品加工原理和加工技术的同时!介

绍产品的质量检验# 本章复习要点如下$
"S了解纺织品质量检验对产品质量控制的关系及其重要性#
#S了解印染布的常见疵病#
@S了解国家标准的标识"序号及其包括的主要内容#
:S了解印染布质量检测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GS了解一般印染布进行质量检测的主要内容#
8S了解纺织品质量检测报告的主要内容#
DS了解一般印染布的分等"开剪和包装的要求和包装箱应有哪些信息#

思考题

"S为什么说对纺织品进行质量检验十分重要& 它对纺织品的加工有什么影响&
#S常见的印染布的外观疵病有哪些& 印染厂是怎样检验的&
@S什么是国家标准& 作为我国的国家标准之一)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G?*"IIG"O\C

"?GKU?#*"II@!代替 g<#G?*=:+的各部分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S纺织品质量检测的国家标准方法中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GS怎样利用灰色样卡评定染色布的变色级别和沾色级别&
8S纺织品的质量检测报告一般应包括哪些内容&
DS纺织品的正规包装箱上应印上哪些信息&

参考文献

!"" 上海印染行业协会e印染手册#第二版$!_"e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S
!#" 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e中国纺织标准汇编&基础标准与方法标准卷#一$!_"e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S
!@" 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e中国纺织标准汇编&基础标准与方法标准卷#二$!_"e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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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要求及

!!!!其质量控制

第一节!概!述

!!从 #? 世纪中叶起#科学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伴随工业化的

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 有研究表明#目前人类疾病的 D?J >I?J都与环境有关
,"- #

而人类周围的环境不仅是身边的大气&土地和饮用水#也包括与人类密不可分的纺织品#纺织品

的安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从 #? 世纪 =? 年代起#工业化国家开始对纺织品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 42*59R(3RV1
3$2+.%"及其对人体健康!4R52+ 4%2($4"和环境!%+0’*/+5%+$"的影响进行全面研究#一些国家的

政府和国际性组织更是从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角度对纺织品的安全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作为纺

织品贸易中的主要进口国和地区#美国和欧洲的纺织品进口商也积极顺应民意#开始从纺织品

的安全角度出发#对他们进口的纺织产品的有关指标进行严格把关#并对纺织品的生产提出了

一些相应的要求$ "II# 年#德国政府首先在政府法令中提出禁用部分染料的问题#其后逐渐发

布修正案#规定了限制生产&进口和销售含有禁用染料纺织品的日期以及被列为会分解出致癌

芳香胺!.2*.’+/,%+’.2*/52$’.25’+%"的染料的种类及其检出限量$ 其后荷兰政府&法国和奥地

利政府也发布了类似的禁令$
"IID 年欧共体发布了关于在欧洲共同体国家禁止在纺织品和皮革制品中使用可裂解并

释放出某些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的法令草案#该法令所涉及的是那些可能直接或长期与

人体皮肤或口腔黏膜接触的产品#范围包括%服装&被褥&假发&帽子&尿布及其他卫生用品&

鞋袜&手套&钱包&皮夹&公文包&椅子包覆材料及玩具等
,"- $ 此外#对甲醛含量&一些可萃取

重金属&有毒有机化合物!$/&’./*,2+’../5)/R+-"等限量也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及其检测方

法逐渐完善$ 因此在工业化国家#纺织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和生态纺织品的理念已为多数民

众所理解和接受$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纺织品对外贸易!9/*%’,+ $*2-%"的快速增长#人们

对纺织产品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视$ #??" 年 = 月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并

发布了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 g<"=:?"(#??"/纺织品甲醛含量的规定0#对纺织品的甲醛含

量根据产品分类规定了相应的限定值%纺织品上水萃取游离甲醛含量婴幼儿用品为 #?5,KL,
!#? ))5"#直接与皮肤接触的产品为 DG5,KL,#非接触皮肤的产品和室内装饰用品为 @??5,K
L,#与目前国际通用的标准基本一致$ #??@ 年 "" 月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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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0 ! 2̂$’/+2(,%+%*2(329%$A$%.4+’.2(./-%9/*
$%&$’(%)*/-R.$3"的强 制 性 国 家 标 准#对 纺 织 品 的 九 项 安 全 技 术 指 标 作 出 了 规 定#以 代 替

#??" 年发布的仅对纺织品甲醛含量作规定的标准$ 该标准于 #??8 年 " 月 " 日开始全面

实施
,#- $

纺织品的安全涉及千家万户# 与每个人的健康都有直接的关系#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

全技术规范0从对人体健康安全的角度出发对纺织产品的有关指标作出了规定# 每个使用纺

织品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 对于生产这些纺织品的企业来说# 不仅要熟知这些指标和相关

政策# 还要掌握达到这些指标的加工技术$ 在纺织品的加工中# 与上述安全技术指标关系

最密切是染整加工# 因此# 染整工作者更要熟知这些指标并掌握达到这些指标的染整加工

技术$

第二节!国家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的基本内容

国家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的基本内容主要由以下七个部分组成
,#- $

一$适用范围

!"")安全技术规范*适用于对纺织产品的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实施

与监督方法#不包括纺织产品的其他质量要求$
!#")安全技术规范*适用于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服用和装饰用纺织品$ 出口产

品可依据与买家的合同约定执行$
!@"某些特别规定或供需双方另有约定的产品除外$

二$产品分类

由于不同的纺织产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同#所以需对纺织产品实施分类$ )安全技术规

范*把我国的纺织产品分为三类#与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生态纺织品分类法略有区别#后者

把纺织品分成四类#其第三和第四类相当于我国分类中的第三类$
!一"纺织产品的定义

以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为主要原料#经纺&织&染等加工工艺或再经缝制&复合等工艺而制

成的产品#如纱线&织物及其制品$
!二"纺织产品分类

!"婴幼儿用品!?$’A/+<:;’$-,-*&:"!婴幼儿用品也称 U类产品$ 是指年龄在 #: 个月以

内的婴幼儿使用的纺织产品!一般适合于身高在 =?.5及其以下婴幼儿使用"#如尿布&尿裤&内

衣&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和纺织品玩具等$ 婴幼儿用品必须在使用说明上表

明)婴幼儿用品*字样$
#"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A/+<:=*<%A*$&+<+’9<,+<<’ :>*9"!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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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品$ 是指在穿着或使用时#产品的大部分面积与人体皮肤直接接触的纺织产品#如文胸&

腹带&背心&短裤&棉毛衫裤&衬衣&领带&口罩&围巾&袜子&夏天用的裤子&裙子&床上用品和沙发

套等$
0"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A/+<:=*<%’/<A*$&+<+’9<,+<<’ :>*9"!非直接接触皮肤的

产品也称 B类产品$ 是指在穿着或使用时#产品不直接与人体皮肤接触或仅有小部分面积直

接与人体皮肤接触的纺织产品#如裤子&外衣&裙子&窗帘&床罩&墙布&衬布&填充物等$

三$基本安全技术要求
!一"基本安全技术要求!,%+%*2(329%$A3)%.’9’.2$’/+"的定义

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是指为保证纺织产品对人体健康无害而提出的最基本的指标要求$ 满

足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要求的成品并不意味着产品质量一定达标#除基本安全技术要求的指

标外#其他质量指标按相应标准检验考核$
!二"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指标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指标如下表所示$

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指标

项!!!!目 U类 <类 B类

甲醛含量K5,+L,7" )#? )DG )@??

);值% :S? >DSG :S? >DSG :S? >IS?

色牢度& K级

耐水!变色&沾色" @ 7: (@ (@

耐酸汗渍!变色&沾色" @ 7: (@ (@

耐碱汗渍!变色&沾色" @ 7: (@ (@

耐干摩擦 (: (@ (@

耐唾液!变色&沾色" (: ( (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禁用

!!%后续加工工艺中必须要经过湿处理的产品#);值可放宽至 :S? >"?SG 之间$

!!&洗涤褪色型产品不要求$

!!’在还原条件下染料中不允许分解出的致癌芳香胺清单参见附录($

四$检验标准方法

!""甲醛含量的测定按 g<Kb#I"#S" 执行$
!#");值的测定按 g<KbDGD@ 执行$
!@"耐水色牢度的测定按 g<KbGD"@ 执行$
!:"耐酸&碱汗渍色牢度的测定按 g<Kb@I## 执行$
!G"耐干摩擦色牢度的测定按 g<Kb@I#?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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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耐唾液色牢度的测定按 g<Kb"===8 执行$

!D"异味$ 异味的判定采用嗅觉评判的方法#评定人员应是经过一定训练和考核的专业

人员$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按 g<Kb"DGI#S" 执行#检出限量为 #?5,KL,#按照所用仪器的精度#

小于 #?5,KL,则视为不可检出$

五$检验规则

!""从每批产品中按品种&颜色随机抽取有代表性样品#每个品种和每个颜色各抽取 " 个

样品$

!#"布匹至少距布端 #5取样#样品尺寸为长度不小于 ?SG5的整幅宽’服装或制品的取样

数量应满足试验需要$

!@"样品抽取后密封放置#不应进行任何处理$

!:"根据产品类型!安全要求类别"对照上页表评定#如果样品的测试结果全部符合上页表

的要求!含有两种及以上组件的产品#每种组件均符合上页表的要求"#则该样品的基本安全性

能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注%一般#对 <类和 B类产品中质量不超过整件制品的 "J的小型组件可不要求$

!G"如果所抽取样品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的基本安全性能合格$ 如果有不合格样

品#则判定该样品所代表的品种或颜色的产品不合格$

六$实施和监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0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0的有关规定#

从事纺织产品科研&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本技术规范$ 不符合本技术规范的

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0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0的有关规定#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全体公民均有权检举&申诉&投诉违反本技术规范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0的有关规定#国家对纺织产品质量实施以抽查为主

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

!:"本技术规范如涉及产品认证等工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七$法律责任

对违反本技术规范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0&/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0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国家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的技术指标与生态纺织品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随着我国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对纺织产品的安全技术规范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要求也会更高#这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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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纺织产品安全技术指标的检测

!!!!要点及其质量控制!!!!!

!!国家纺织产品安全技术指标的检测都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

可循#除禁用染料的检测外#

多数企业对其他指标都能自行检测#以便尽快返回检测结果&监督生产和控制加工质量$ 但是#

要想真正获得正确的检测结果#除正确理解测试标准外#还必须正确掌握检测要点和正确处理

检测数据#并出具正确的检测报告$

一$甲醛含量的检测和控制

甲醛含量的检测有游离水解的!9*%%4A-*/(An%-"甲醛,水萃取法!62$%*%&$*2.$’/+ 5%$4/-"-

测定和释放!*%(%23%-"甲醛,蒸汽吸收法!02)/R*2V3/*)$’/+ 5%$4/-"-测定#我国纺织产品的安全

技术指标考核以游离水解的甲醛为准$
!一"检测要点

!""按标准要求配制甲醛标准溶液!3$2+-2*- 3/(R$’/+"$ 也可以直接购买 "G??",K5a的甲

醛标准溶液$
!#"制备甲醛校正溶液!.2(’V*2$%- 3/(R$’/+"和计算工作曲线!6/*L’+,.R*0%""W. E/!$
!@"制备试样的水萃取液$
!:"试液!$%3$3/(R$’/+"和标准溶液分别用乙酰丙酮!2.%$A(2.%$/+%"显色$

!G"用分光光度计分别测定试液和标准溶液及空白液!V(2+L 3/(R$’/+"在 :"#+5波长处的吸

光度!2V3/*V2+.%"#并制作工作曲线$
!8"对于有颜色干扰的#采用双甲酮!-’5%-/+%"代替乙酰丙酮做确认试验$
!D"按下式校正样品吸光度%

&W&37&V 7&-

式中%&(((校正吸光度’

&3(((试验样品中测得的吸光度’

&V(((空白试剂中测得的吸光度’
&-(((空白样品中测得的吸光度!仅用于有颜色干扰情况下"$

!="用校正后的吸光度#通过工作曲线查出相应的甲醛含量#用 ",K5a表示$
!I"按下式计算每一样品中萃取的甲醛含量%

$W0["??
)

式中%$(((从织物样品中萃取的甲醛含量#5,KL,’
0(((读自工作液曲线上萃取液中的甲醛浓度#5,Ka’
)(((试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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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做 @ 次平行试验#计算 @ 次结果的平均值$
!"?"完成试验报告$

甲醛含量的测定属化学定量分析!lR2+$’$2$’0%2+2(A3’3"范畴#对操作人员的要求较高#需要

较好的化学基础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 检测中特别注意颜色的干扰$
!二"甲醛含量的控制

纺织品上的甲醛主要来自树脂整理和一些含醛类固色剂和交联剂#甲醛含量的控制是近年

来各国关注的重点$ 对纺织品上甲醛含量的控制视产品的用途不同而有所区别#对限量低的纺

织品#加工时宜采用低甲醛&超低甲醛甚至无甲醛树脂&固色剂和交联剂$ 对于甲醛含量已经超

标的纺织品可采用适当水洗的方法进行补救$

二$);值的测定和控制

按照我国传统的印染加工理念#印染产品的 );值应该是中性偏碱性#不能偏酸性#但实践

证明#纺织品的 );值应该接近人体皮肤汗液的 );值#而多数人体汗液的 );值在微酸性至偏

中性范围内#因此对纺织品 );值的安全要求也定在这个范围$ 纺织品的 );值是通过测定其

水萃取液的 );值来实现的$
!一"检测要点

!""按标准方法制备工作液$
!#"以标准缓冲溶液!VR99%*3/(R$’/+"调整 );计$
!@"在接近室温的条件下测定工作液 );值$
!:"测定三份工作液#以第二&第三份工作液的 );平均值为试验数据$
!G"进行数据处理#);值精确至 ?S?G$
!8"完成试验报告$
!二");值的控制

在染整的最后道湿加工时根据前道湿加工是酸性&碱性或中性进行中和水洗#使产品 );

值保持在安全规定范围内$ 如果 );值已经超标#宜用醋酸!或碳酸钠"进行中和#使其满足规

定的 );值范围$

三$耐汗渍色牢度

人的汗液主要由氨基酸!25’+/12.’-"和盐类组成#由于人类群体和个体的差异#汗液有酸性

汗液和碱性汗液#有代表性的酸性汗液的 );值为 GSG#碱性汗液的 );值为 =$ 我国的耐汗渍

色牢度包括耐酸性汗渍和耐碱性汗渍色牢度$
!一"检测要点

!""按标准分别配制酸性和碱性人工汗液$
!#"制作组合试样$
!@"分别用人工汗液浸渍组合试样$
!:"把试样放入汗渍牢度仪#按一定压力固定$



染整概论

("’$$

!G"把试样连同汗渍牢度试验仪放入烘箱按规定温度烘至规定时间$
!8"取出试样干燥$
!D"对试样评级$
!="完成试验报告$
!二"质量控制

影响印染织物耐汗渍色牢度的主要因素有纤维种类&染料性能和加工工艺等$ 在纤维确定

的前提下#选择耐酸碱水解的染料是提高该项色牢度的基础#采用适合该纤维和染料的染色工

艺#使其染色充分#提高染色牢度’加强清洗&洗去浮色#防止表面浮色对测试色牢度的影响$ 对

于耐汗渍色牢度未能达标的产品#可再适当加强清洗和进行固色来加以改善和弥补$

四$耐水色牢度

耐水色牢度的检测与耐汗渍色牢度的检测相比#前者用三级水的室温浸湿替代后者的人工

汗液浸渍#三级水只需浸湿#刮去多余水分即可$ 其他测试方法和质量控制等同耐汗渍色牢度

的测试$

五$耐唾液色牢度

耐唾液色牢度是近年来提出的纺织品染色牢度新标准#是针对婴幼儿的唾液接触纺织品

时#引起纺织品掉色而使染料进入婴幼儿口中造成危害而设立的$ 耐唾液色牢度的检测与耐汗

渍色牢度相比#只是以人工唾液代替人工汗液#其他检测条件和方法及质量控制与耐汗渍色牢

度的相同$

六$耐干摩擦色牢度

耐干摩擦色牢度是耐摩擦色牢度中的一种!另一种为耐湿摩擦色牢度"#测试方法因织物

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本试验以一般机织色布为例"$
!一"检测要点

!""按标准要求将被测试样固定在试验机底板上$
!#"将干摩擦白布固定在试验机摩擦头上$
!@"放下摩擦头#开动机器进行摩擦试验$
!:"停机后取下摩擦白布试样#用嘴轻轻吹去白布试样上的散纤维$
!G"以沾色用灰色样卡对摩擦白布!沾色试样"评级$
!8"完成试验报告$
!二"质量控制

印染织物的耐干摩擦色牢度与织物的纤维种类&织物结构&织物的表面光洁度&染色工艺和

染料种类等有关$ 不光洁和容易起毛并且纤维强度低的织物及染料粒子大&表面浮色多的织物

耐干摩擦色牢度差#反之则好$ 因此提高织物表面光洁度#减少织物表面浮色都有利于提高其

耐干摩擦色牢度$ 对于耐干摩擦色牢度已经不合格的产品来说#加强水洗&去除表面浮色#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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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硅进行柔软整理#提高织物柔滑性#对表面光洁度差的平纹织物再适当进行烧毛都是弥补该

项染色牢度的有效措施$

七$异味

纺织品的异味有些来自化学加工的副产物#有些则由于存放不当引起$
!一"检测要点

按标准要求#样品开封后#立即进行该项目的检测’试验应在洁净的无异常气味的环境中进

行’操作者须戴手套#双手拿起试样靠近鼻腔#仔细嗅闻试样所带有的气味#如检测出有霉味&高

沸程石油味!如汽油&煤油味"&鱼腥味&芳香烃气味中的一种或几种#则判为)有异味*#并记录

异味类别$ 否则判为)无异味*$

本试验应有 @ 人独立评判#并以 # 人以上一致的结果为样品检测结果$
!二"质量控制

对因化学加工中由副产物引起的异味#应在染整加工中加强清洗#使其不残留在织物上$

对由于纺织品存放不当#使加工的化学品分解引起的气味#则要改变存放条件#如放在干燥&通

风的地方#或适当使用防腐剂&防霉剂或改变后整理助剂#避免使用劣质助剂等$

八$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是指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被还原分解出对人体有致癌性的芳香胺和对

动物有致癌性而对人体可能有致癌性的芳香胺的染料#这类染料被列为禁用染料#有关的致癌

芳香胺和禁用染料见附录(和附录)$ 对于这类染料的检测一般需要相应的精密仪器和训练

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 目前对这类染料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气相色谱K质谱法!,23.4*/52$/,*21
)4AK52333)%.$*/,*2)4A5%$4/-"&高效液相色谱法!4’,4 )*%33R*%(’lR’- .4*/52$/,*2)4A5%$4/-"和

薄层层析法!$4’+ 7(2A%*.4*/52$/,*2)4A"三种#我国国家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中规定用色谱K

质谱法检测$ 由于一般生产企业都难以自行检测#因此本书只介绍不同方法的检测特点和防止

禁用染料的质量控制$
!一"检测方法特点

!"气相色谱Q质谱法!RSQF!42J#"!’!JJ5"!纺织品中的偶氮染料在柠檬酸盐缓冲溶液

!);W8S?"介质中用连二亚硫酸钠还原分解#以产生可能存在的违禁芳香胺#用适当的液(液

分配柱提取或溶剂直接提取溶液中的芳香胺#浓缩后用气相色谱K质谱仪和气相色谱仪进行检

测$ 以样品检测的图谱与含有违禁芳香胺的标准图谱对比#确定其有无违禁芳香胺#如有#则根

据峰面积的大小再进行定量分析$ 以气相色谱K质谱法检测时#对于纺织品违禁芳香胺组分含

量如)@?5,KL,时#对于染料违禁芳香胺组分含量)"G?5,KL,时#检测报告中应写明)在试验

范围内#被检物上未检出规定的禁用芳香胺*#反之则有#如检出违禁芳香胺#则应写出其名称$
#"高效液相色谱法!RSQF!42J#"#’!JJ5"!违禁芳香胺的提取方法同)气相色谱K质谱

法*#然后用高效液相色谱仪K二极管阵列检测器进行检测$ 在同样的液相色谱操作条件下#以

标准芳香胺的保留时间与紫外光谱图作为定性依据#与样品对比即可评价)有无*$ 如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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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与对照标准物两者峰面积的比较#确定其含量$ 检出限量的控制和说明同气相色谱K质

谱法$

0"薄层层析法!RSQF!42J#"0’!JJ5"!利用纺织品中的偶氮染料以连二亚硫酸钠于弱

碱性条件加热时还原分解#可能产生违禁的芳香胺#然后将配制的试样用点样器转移到硅胶板

上#通过展开剂的吸附&展开&再吸附&再展开的重复过程#使样液得以分离$ 通过展开&显色寻

找与标准芳香胺相同或类似的斑点#如有#则取标准液和样品液重新点于同一硅胶板上#重复进

行展开和显色过程#对其进行定性分析$ 将定性结果与气相色谱K质谱法或高效液相色谱法的

结果比较#以作确准$ 本检测方法的最少检出量约为 ?S#",#但对操作人员的操作技能要求很

高#本法很难作为独立的标准检测方法$

!二"质量控制

纺织品上禁用染料的控制#重点是把好染料选用关#要选用有安全指标保障!芳香胺限

量达标"的品牌染料#不用来路不明的染料$ 使用违禁染料造成加工产品安全技术不达标#

不仅对他人健康有害#也会造成自身的经济损失$ 对于库存染料应彻底清理#查核是否有被

禁止使用的染料’对于使用性能好&安全指标不确定的染料可送样检测后再确定是否选用$

复习指导

纺织品的安全指标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样也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从事

纺织教学"科研"生产"贸易和产品检验的相关人员都应十分重视纺织品的安全问题!注意各国

政府有关纺织品安全的法令"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以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 本章复习要点如下$

"S了解纺织产品安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其与生产发展的关系#

#S了解并熟悉我国国家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的基本内容#

@S了解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中对各类产品的检测项目和相关指标#

:S了解安全技术指标检测项目的应用标准及检测要点#

GS了解禁用染料的分类及其对染整加工的影响#

思考题

"S为什么人们对纺织品的安全会越来越重视&

#S我国的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把纺织品分成几类& 各包括哪些内容&

@S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中的技术指标有哪几项& 印染工作者怎样保证达到这

些指标&

:S什么是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禁用染料(& 目前用得较多的检测)禁用染料+的方法主要

有哪些&

参考文献

!"" 周立平&等 S生态纺织产品最新标准规范和技术应用及质量控制手册#上卷$!_"e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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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S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_"e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S
!@" 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S中国纺织标准汇编&基础标准与方法标准卷#一$!_"e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S
!:" 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S中国纺织标准汇编&基础标准与方法标准卷#二$!_"e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S
!G" 陈荣圻&王建平 S禁用染料及其代用!_"e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II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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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印染废水及其处理

第一节!概!述

!!在纺织品的印染加工中需要大量用水#平均每万米织物需耗水 #G? 吨左右’同时在加工过

程中#大量使用化学药品&染料和各种助剂#其中的大部分会随着加工残液!6/*L’+,*%3’-R%"排

放于污水中#所以印染工厂是严重的水污染大户之一$ #? 世纪 8? 年代开始#人们就重视印染

废水!-A%- 623$%"的治理$ #? 世纪 D? 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给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注入了活

力#一大批乡镇印染企业应运而生#但由于开始时对印染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0’*/+5%+$2(
)/((R$’/+"认识不足#大批印染厂以牺牲周围环境为代价迅速发展起来$ 这种以局部利益影响和

损害周围的群体利益&甚至子孙后代利益的行为显然是不足取的$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面对自然资源的退化和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一些工业污染事件的严重危害等现实挑战以及对严峻未来的预测#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在满足当代人发展需求的同时#又不能对后代人构成危害#必须做到可持续发展$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生态经济!%./(/,’.2(%./+/5A"&生态技术&生态工

业等生态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纷纷问世$ 印染厂的废水治理!623$%62$%*$*%2$5%+$"受到极大的

关注#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对印染废水的治理要求&排放指标!%99(R%+$3$2+-2*-"更加明确#对违

规的处置力度更大&更坚决#治理成本也越来越高#使得减少印染废水的产生&加强印染废水的

处理成为印染厂染整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二节!印染加工中的清洁生产

在印染加工中#加强印染废水的处理固然重要#但是根据防重于治的原则#在生产过程中防

止或减少废水的产生#实行清洁生产!.(%2+’+,)*/-R.$’/+"更有现实意义$

一$生物酶的应用

生物酶是天然蛋白质产品#容易完全生物降解#不会污染纺织品和环境#因此生物酶可以作

为)无害的化学品*而被应用到染整加工中$ 目前已被应用到退浆&精练&漂白等前处理和光

洁&柔软等后整理加工中#随着生物酶的培养和应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一些耐高温的复合酶被

应用#进一步缩短了加工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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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染料的开发和应用

活性染料是当前染色中应用最多的染料之一#但由于其固色率低而增加了废水的色度#开

发和应用高固色率&高染色牢度的多活性基染料#不仅可提高染料的利用率#而且大大降低了染

色废水的色度$ 开发和应用低盐染色技术#可大大降低印染废水中化学品的含量$

三$小浴比$短流程加工

改革加工工艺#采用小浴比&短流程加工#可提高染料和化学品的利用率#降低废水中的化

学品的含量#减轻废水处理的负担$

四$发展无水$少水加工技术

发展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等离子体染整#实行无水加工#可以大大提高染料的利用率$ 采

用喷墨印花!也称数码印花"可大大提高色浆的利用率#减少废水的产生$

五$工作液的循环利用

利用淡碱&残液&冷却水&中水回用技术#可大大降低废液的排放#节约染化料#降低生产

成本$

第三节!印染废水的产生和处理

一$印染废水的产生

印染加工中由于产品种类&加工设备&染化料使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废水种类#以棉类及其

与化学纤维的混纺机织物为例#其印染废水的来源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 $

!一"烧毛废水!3’+,%- 623$%62$%*"

纤维素织物经烧毛后残余物极少#而涤纶经烧毛后会形成低聚产物$ 烧毛后一般都采用冷

水灭火#织物上的杂物都会落入水中#成为烧毛废水$

!二"退浆废水!-%3’n%- 623$%62$%*"

采用生物酶或化学品对织物上的浆料进行降解#洗下来的浆料和化学品进入污水#成为退

浆废水$

!三"煮练废水!3./R*’+,623$%62$%*"

以烧碱和其他助剂对天然纤维素织物进行精练#以除去天然纤维素的共生物#经过水洗#这

些共生物和处理用助剂进入水中#成为煮练废水$

!四"漂白废水!V(%2.4%- 623$%62$%*"

采用氧化剂或还原剂对织物进行漂白#被漂白分解的物质与相应助剂一起被洗入水中#形

成漂白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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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丝光废水!5%*.%*’n%- 623$%62$%*"

棉&麻类织物经浓碱丝光#但丝光残碱必须经蒸浓回收#再用于退浆煮练等#只有少部分流

入废水成为丝光废水$
!六"染色废水!-A%- 623$%62$%*"

含有染料&助剂和化学药品的染色残液及其染色过程中的清洗水形成染色废水$
!七"印花废水!)*’+$%- 623$%62$%*"

含有染料&糊料&各种助剂和化学品的残留色浆和印上织物并固色后的平洗污水#以及配制

色浆过程中的各种清洗污水组成了复杂的印花污水$ 此外在花筒&圆网或平网制作过程中的污

水#前者含有腐蚀&镀铬处理的铬#后者含有具有一定毒性的有机物#都是危害性较大的废水$
!八"整理废水!9’+’34%- 623$%62$%*"

印染织物经硬挺&柔软&增白&树脂整理等加工的整理残液及有些需平洗的清洗液形成整理

废水$
!九"其他废水!/$4%*623$%62$%*"

厂区内因其他辅助作业和生活用途等产生的废水$

二$印染废水的质量指标

由于在染整加工中使用的染料&助剂和各类化学药品种类繁多#所以印染废水的成分相当

复杂#结合废水处理要求#一般要评价其温度&酸碱度&有机物含量&悬浮物含量&总固体量&色度

和有害物质等水质指标$
!一"温度

在印染生产中#有许多加热的加工工艺#排出的废水温度较高#特别是夏天#由于周围环境

温度高#使印染废水的温度过高#影响对废水的生化处理#因此对温度过高的印染废水要采取降

温措施$
!二"酸碱度

印染生产中用碱性原料多#用酸性原料相对较少#因此印染废水的 );值一般都较高#);

值超过 "# 时#应加酸中和#以降低其 );值$
!三"有机物

印染生产中使用大量的有机原料#进入废水即成有机废水#它们是印染废水中最主要的污

染物$ 对有机物的测定#由于测定方法和原理不同#其数据和含义也不同#对于有机物的综合指

标的测定#常用的是需氧量表示法#其次是含碳量表示法#一些常用的表示名称如下
,"- $

!"理论需氧量!F%OT#<%&’$&<*+,(’PI)&9A&8,9A"!有机物被完全氧化反应所需的理论

需氧量$ 但由于印染废水成分复杂#理论计算难度高而并不采用$
#"重铬酸钾化学需氧量!铬法#DOTD$#+%&8*+,(’PI)&9A&8,9A*9A*+%$’8,<&9/8-&$"

采用重铬酸钾为氧化剂#能较完全氧化废水中的有机物所需的用量$ 此法测定数据准确#重现

性好#是最常用的测定指标之一$
0"高锰酸钾化学需氧量!锰法#DOTU9#+%&8*+,(’PI)&9A&8,9A*9?&$8,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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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锰酸钾为氧化剂#能较完全氧化废水中的有机物所需的用量$ 此法测定快速方

便#也可作为印染废水管理中的测定方法$

1"五日生化需氧量!SOT2#-*’+%&8*+,(’PI)&9A&8,9A*9;*.&A,I:"!采用微生物对废水

中的有机物进行处理#在 G 天内所需的耗氧量$ 这可测出可生化降解的有机物#适用于生化处

理的印染废水#也是常用的测定指标之一$

2"总需氧量!FOT#<’<,(’PI)&9A&8,9A"!废水中的有机物在 I??H高温下燃烧所需的耗

氧量#因有专用仪器测定#方法快速简便$

3"理论有机碳量!F%OD#<%&’$&<*+,(’$),9*++,$-’9"!废水中的有机物在理论上完全氧

化所产生二氧化碳的含碳量$ 但由于印染废水中的有机物成分复杂而不采用$

4"总有机碳量!FOD#<’<,(’$),9*++,$-’9"!废水中的有机物在 IG?H高温下经催化氧

化#燃烧成二氧化碳#由碳的含量换算成总有机碳#因有专用仪器测定#方法快速简便$

目前#国内外对印染废水有机物含量的测定主要采用 BCPB*和 <CPG 两种方法#其他方法作

为对照而已$

!四"悬浮物和总固体量!3R3)%+-%- 52$$%*2+- $/$2(3/(’- ./+$%+$"

在印染生产中#部分固体物质落入印染废水中#一部分溶解于废水中#为溶解性固体#另一

部分不溶解而悬浮于水中称悬浮物$ 悬浮物与溶解性固体之和即为总固体量$

!五"其他

此外#印染废水中还有氨&氮等富营养物质#硫化物&苯胺&铬等有害物质以及色度等指标$

第四节!印染废水的处理

印染生产由于加工品种和使用的原材料品种繁多#产生的印染废水各不相同#印染废水的

处理方法也多种多样#目前使用较多的方法是物理化学处理法和生化处理法$ 对于印染企业来

说#印染废水的处理项目是一个投入较大的项目#生产企业自己投建印染废水的处理项目#必须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严密的论证#以取得最好的效益$ 目前许多地方的政府和职能部门采取

当地统一投建污水处理项目#生产企业只需接管排放#注意控制本企业的废水指标和流量#并承

担一定的费用即可$ 这样更有利于降低处理成本#提高处理质量#但必须加强管理$

一$印染废水的物理化学处理

该方法的处理流程为%水质水量调节!中和!凝聚!氧化脱色!排放$

!一"水质水量的调节!2-cR3$’+,"

由于印染生产过程中废水排放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做好车间水质水量的调查#通过调节池

调节废水的流量和质量相对稳定#调节池如结合沉淀池#部分悬浮物和沉淀物可以在此分离#若

结合预曝气可除去还原性物质和进行废水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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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和!+%R$*2(’n2$’/+"

印染废水中有碱性废水和酸性废水#两者放在一起相互中和#但由于实际生产中用碱量很

大#所以相互中和后的废水仍有很高的碱值#仍需加酸中和!一般都采用工业硫酸中和"$ 使用

浓硫酸时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操作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在印染废水的中和处理中#也有采用烟道气中和的#此法有利于消除烟道气和废水中碱的

综合利用#但中和效果不及硫酸$
!三"凝聚!./+-%+32$’/+"

印染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染化料等高分子化合物的微粒#它们一般带负电荷#能稳定地存在

于废水中#长时间放置也不会沉淀#加入混凝剂如硫酸铝&明矾&硫酸亚铁&三氯化铁&聚合氯化

铝&聚合硫酸铁&聚丙烯酰胺等#可使存在于废水中的微粒凝聚沉淀而作为沉淀性污泥被分离出

来$ 在混凝处理中#也常用气浮法处理#使相对密度小的悬浮物经絮凝后上浮至液面#再用刮泥

机与废水分离$
!四"氧化脱色!/&’-2$’/+ 2+- -’3./(/R*2$’/+"

被分离的印染废水有一定的颜色#必须进行脱色处理#常用的氧化脱色方法有氯氧化&臭氧

氧化和光氧化$

氯氧化是采用液氯为氧化剂#氯溶解于水后迅速分解生成次氯酸#从而有较强的氧化能力#

能使直接染料&酸性染料&活性染料&阳离子染料等水溶性染料容易脱色$ 但对还原染料&分散

染料&涂料等不溶性物质就不易脱色$ 如用氯量过多还会造成氯的污染$

臭氧有极强的氧化能力#能氧化分解染料的有色基团而使染料脱色#而且还能去除酚氰等

有害物质$ 臭氧分解后成为氧#所以没有二次污染$

光氧化脱色是利用紫外线对氧化剂的催化作用#使氧化剂的作用充分发挥$
!五"排放!%5’33’/+"

处理过的废水经相关指标的检测达标后排入指定管道或河道$

有些地方采用印染企业对废水进行初级处理达到一定指标后再排入统一的污水处理厂进

一步进行处理$

二$印染废水的生化处理

该方法的处理流程一般为%水质水量调节!中和!活性污泥处理!脱色!排放$
!一"水质水量调节

目的原理和处理方法同印染污水的物理化学处理$
!二"中和

由于生化处理需要一定酸碱度#必须控制中和后的废水 );值#如在厌氧处理中#甲烷菌的

酸碱 );值一般为 8SD >DS:$
!三"活性污泥生化处理

采用活性污泥!2.$’02$%- 3(R-,%"进行生化处理!V’/(/,’.2($*%2$5%+$"可以采用不同的曝气

!2%*2$’/+"方式#使活性污泥充分与废水接触而发生作用$ 活性污泥的处理方式有普通曝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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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混合曝气法&生物吸附再生法和延时曝气法等$ 目前采用较多的是完全混合曝气法$
!四"脱色

经过活性污泥生化处理后分离出来的有色废水需经脱色处理$ 脱色可采用生物活性炭法#

活性炭!2.$’02$%- .2*V/+"起吸附作用#活性炭表面的微生物起降解有机物的作用#活性炭本身

可再生’脱色也可采用氧化法进行$
!五"排放

经处理达标的印染废水排入指定管道或河道$ 为了提高处理印染废水的整体效益#一些地

区采取印染废水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先由各印染厂进行预处理#使废水的

BCP达到一定指标以下#再接管到地区废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到国家标准后再排放$

三$印染废水的排放标准

随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对印染废水的排放标准也逐渐提高#新的废水

排放国家标准如下表所示$

废水排放的国家标准
!!#

指!!标 单!!位 国家排放标准 指!!标 单!!位 国家排放标准

);值 ( 8 >I 氨&氮 5,Ka "G

BCPB* 5,Ka "?? 硫化物 5,Ka "S?

BCP_+ 5,Ka G? 苯胺 5,Ka #S?

<CPG 5,Ka @? 铬!三价" 5,Ka "SG

悬浮物 5,Ka #G? 铬!六价" 5,Ka ?SG

色度 倍 #?

复习指导

"S了解进行印染废水处理的重要性#
#S了解印染生产中实行)清洁生产+的重要意义#
@S了解印染废水的种类及其产生的原因#
:S了解印染废水的主要质量指标#
GS了解印染废水的物化处理过程#
8S了解印染废水的生化处理过程#
DS了解我国对废水排放的国家标准#

思考题

"S印染废水处理在印染生产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为什么&
#S在印染生产中实行)清洁生产+对印染废水处理和印染加工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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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印染废水主要是怎样产生的& 怎样减少其发生&
:S什么是 BCPB*& 什么是 <CPG&
GS写出印染废水物化处理流程及其要点#
8S写出印染废水生化处理流程及其要点#
DS我国规定的印染废水排放标准的 BCPB*和 <CPG 的限量各是多少& 悬浮物和色度指标

各是多少&

参考文献

!"" 上海印染工业行业协会 S印染手册#第二版$!_"e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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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不属于当前%国家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范围的

纺织品目录
!"#

!!"S土工布&防水油毡基布等工程用纺织产品$
#S造纸毛毯&帘子布&过滤布&绝缘纺织品等工业用纺织产品$
@S无土栽培基布等农业用纺织产品$
:S防毒&防辐射&耐高温等特种防护用品$
GS渔网&缆绳&登山用绳索等绳网类产品$
8S麻袋&邮包等包装产品$
DS医用纱布&绷带等医疗用品$
=S布艺&毛绒类玩具$
IS装饰挂布&工艺品等装饰小物件$
"?S广告灯箱布&遮阳布等室外装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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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还原条件下染料中不允许分解出的芳香胺清单

表 !7第一类对人体有致癌性的芳香胺
!!#

英 文 名 称 中 文 名 称 化学文摘编号

: 725’+/-’)4%+A( : 7氨基联苯 ,I#(8D("-

V%+n’-’+% 联苯胺 ,I#(=D(G-

: 7.4(/*/141$/(R’-’+% : 7氯 7邻甲基苯胺 ,IG(8I(#-

# 7+2)4$4A(25’+% # 7萘胺 ,I"(GI(=-

表 #7第二类对动物有致癌性"对人体可能有致癌性的芳香胺
!!#

英 文 名 称 中 文 名 称 化学文摘编号

4725’+/2n/$/(R%+% 邻氨基偶氮甲苯 ,ID(G8(@-

# 725’+/7: 7+’$*/$/(R%+% # 7氨基 7: 7硝基甲苯 ,II(GG(=-

57.4(/*/2+’(’+% 对氯苯胺 ,"?8(:D(=-

##: 7-’25’+/2+’3/(% ##: 7二氨基苯甲醚 ,8"G(?G(:-

:#:X7-’25’+/-’)4%+A(5%$42+% :#:X7二氨基二苯甲烷 ,"?"(DD(I-

@#@X7-’.4(/*/V%+n’-’+% @#@X7二氯联苯胺 ,I"(I:("-

@#@X7-’5%$4/&AV%+n’-’+% @#@X7二甲氧基联苯胺 ,""I(I?(:-

@#@X7-’5%$4A(V%+n’-’+% @#@X7二甲基联苯胺 ,""I(I@(D-

@#@ X7-’5%$4A(7:#

:X7-’25’+/-’)4%+A(5$42+%
@#@X7二甲基 7:#:X7二氨基二苯甲烷 ,=@=(==(?-

57.*%3’-’+% # 7甲氧基 7G 7甲基苯胺 ,"#?(D"(=-

:#:X75%$4A(%+%7V’37!# 7.4(/*/2+’(’+%" :#:X7亚甲基 7二 7!# 7氯苯胺" ,"?"(":(:-

:#:X7/&A-’2+’(+% :#:X7二氨基二苯醚 ,"?"(=?(:-

:#:X7$4’/-’2+’(’+% :#:X7二氨基二苯硫醚 ,"@I(8G("-

47$/(R’-’+% 邻甲苯胺 ,IG(G@(:-

##: 7$/(RA(%+-’25’+% ##: 7二氨基甲苯 ,IG(=?(D-

##:#G 7$*’5%$4A(2+’(’+% ##:#G 7三甲基苯胺 ,"@D("D(D-

472+’3’-’+% 邻甲氧基苯胺 ,I?(?:(?-

##: 7&A(’-’+% ##: 7二甲基苯胺 ,IG(8=("-

##8 7&A(’-’+% ##8 7二甲基苯胺 ,=D(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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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禁用染料一览表
!##

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
BSOS直接黄 "

!###G?"
!P’*%.$r%((/6g!BCaF"# P’*%.$r%((/6M!_R($"

#
BSOS直接黄 #:

!##?"?"
!U)/((/P’*%.$B4*A325’+%g!b;B"# F’$2-’*%.$r%((/6Bb!FOb" !直接黄 gF!直接黄 ggF"

@
BSOS直接橙 "

!##@D?"

!U$R(P’*%.$h23$C*2+,%gF!UM"# U$R(a%2$4%*C*2+,%PgF

!UM"# <’$25’+%P’*%.$C*2+,%gF!<bO"#g/(-25’+%h23$C*2+,%

gF!gCa"

:
BSOS直接橙 =

!##"@?"
!P’*%.$C*2+,%F̂ !BCaF"#\R,2’P’*%.$C*2+,%F!]]]"

G
BSOS直接红 "

!##@"?"

!U$R(P’*%.$h23$F%- h<!UM"# <’$25’+%F%- h<!<bO"# P’*%.$

h23$F%- h!_R($"# M2L h23$</*-%2R&<!UOB"# N’$525’+%h23$

F%- h!NOa"

!直接红 h!直接朱红 h"

8
BSOS直接红 "@

!##"GG"

!U$R(P’*%.$h23$</*-%2R&<!UM"# <’$25’+%P’*%.$</*-%2R&<‘

!<bO"# P’*%.$</*-%2R&<!gCa"# _R($’.R%*</*-%2R&<!_R($"

!直接枣 红 g<#直 接 枣 红

<#直接红酱#直接酒红#直

接紫红

D
BSOS直接红 "D

!##"G?"
!U)/((/P’*%.$</*-%2R&<!b;B"# U$R(P’*%.$FRV’+%U!UM"

=
BSOS直接红 #=

!##"#?"

!<’$25’+%P’*%.$B/+,/F%- !<bO"# B/+,/F%- !_R($"# P’*%.$

B/+,/F%- !U_<"

!直接大红 :<j#直接大红

:<#刚果红#直接朱红

I
BSOS直接红 @D

!###:?"

!U)/((/P’*%.$\.2*(%$< %̂6!b;B"# P’*%.$\.2*(%$<!POB"#

_R$3R’P’*%.$\.2*(%$<\!_PT"# \4’L’3/P’*%.$\.2*(%$<!]]]"

"?
BSOS直接红 ::

!##G??"
!U$R(P’*%.$FRV’+%<!UM"

""
BSOS直接紫 "

!##GD?"
!U$R(P’*%.$N’/(%$̂ !UM"# P’*%.$N’/(%$F!BCaF"

!直接紫 :F<#直接紫 #̂直

接青莲 ^

"#
BSOS直接紫 "#

!##GG?"
!P’*%.$N’/(%$C!]BU"# _’$3R’N’/(%$F!_PT"

!直接紫 F#直接青莲 F#直

接雪青 F#直接红光青莲



染整概论

(%*$$

续表

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
BSOS直接紫 ##

!##:=?"
!_’$3R’P’*%.$N’/(%$â !_PT"

":
BSOS直接蓝 #

!##GI?"

!U)/((/P’*%.$<(2.L <; !b;B"# U$R(P%0/(/)%- <(2.L <b

!UM"# P’2n/<(2.L <;!gCa"# M252+’(<(R%<(2.L <;7#!MA/"#

N/)3’-%*̂ 20A<(R%P̂ !BCaF"

!直接重氮黑 <;#直接深

蓝 a#直接藏青

"G
BSOS直接蓝 8

!##8"?"

!U)/((/P’*%.$<(R%#<!b;B"#U$R(a%2$4%*<(R%P#<!UM"# P’1

*%.$<(R%#<!gCa"
!直接蓝 #<#直接靛蓝 #<

"8
BSOS直接绿 "

!@?#=?"

!U)/((/P’*%.$P2*L g*%%+ <!b;B"# _’$3R’P’*%.$P2*L g*%%+ <‘

!_PT"# P’*%.$P2*L g*%%+ <!_R($"
!直接深绿 <

"D
BSOS直接绿 8

!@?#IG"

!U)/((/P’*%.$g*%%+ <!b;B"#P’*%.$g*%%+ <!U_<"# _R($’.R%*

g*%%+ NB!_R($"
!直接绿 <#直接墨绿 <

"=
BSOS直接绿 =

!@?@"G"

!P’*%.$g*%%+ g!gCa"# B/$$/+ g*%%+ g!U-%("# U$R(P’*%.$

g*%%+ g!UM"
!直接耐晒绿 <aa

"I BSOS直接绿 =m" !F’$2-’*%.$g*%%+ g!FOb"

#?
BSOS直接棕 "

!@??:G"

!<’$25’+%P’*%.$<*/6+ B̂ !<bO"# P’*%.$<*/6+ P@g!_R($"# P’1

*%.$B4*/5%<*/6+ g!]BU"# b*’25’+%;/+%A<*/6+ @ĝ !B;F"

!直接黄棕 P@g#直接金驼

P@g#直接金驼

#"
BSOS直接棕 "m#

!@?""?"

!U)/((/P’*%.$<*/6+ @g!b;B"# P’25’+%P’*%.$<*/6+ B̂

!P̂ b"# P’*%.$C*2+,%F!BCaF"
!直接黄棕

##
BSOS直接棕 #

!##@"""

!U)/((/P’*%.$<*/6+ _!b;B"# U$R(P’*%.$<*/6+ _F#_r

!UM"#<’$25’+%P’*%.$<*/6+ _F!<bO"#P’2n’+%<*/6+ FB!BFP"

!直 接 深 棕 _#直 接 红 棕

_#直接深棕 _j

#@
BSOS直接棕 8

!@?":?"

!P’2)4$25’+%<*/6+ @gF!ÔB"#P’*%.$<*/6+ gF!POB"#_’$3R’

P’*%.$<*/6+ gF!_PT"

#:
BSOS直接棕 #G

!@8?@?"
!U$R(P’*%.$B2$%.4’+%g!UM"

#G
BSOS直接棕 #D

!@"D#G"
!P’*%.$B4*/5%<*/6+ U!BCaF"#N/)3’-%*<*/6+ P_g!BCaF"

#8
BSOS直接棕 @"

!@G88?"

!b*’25’+%b*’3R(9/+%<*/6+ <! B;F"# b*’3R()4/+%<*/6+ <

!U-%("

#D
BSOS直接棕 @@

!@GG#?"
!U$R(P’*%.$B2$%.4’+%<!UM"# P’*%.$B2$%.4’+%U!BCaF"

#=
BSOS直接棕 G"

!@"D"?"
!P’2)4$25’+%<*/+n%\;!ÔB"



附录)

(%+$$

续表

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I
BSOS直接棕 GI

!##@:G"

!P’*%.$P2*L <*/6+ <!_R($"# U$R(P’*%.$<*/6+ <̂ !UM"# N’(1

525’+ P2*L <*/6+ <!NOa"

@?
BSOS直接棕 DI

!@??G?"
!P’*%.$<*/6+ @ĝ !B̂ B"

!直接黄 棕 @g#直 接 棕 黑

@g#直接橘棕

@"
BSOS直接棕 IG

!@?":G"

!U’n%+ M*’5R(2<*/6+ <Fa;# Ma;!;BB"# P’*%.$<*/6+ <Fa

!_R($"#a’,4$h23$<*/6+ <F!]BU"

!直 接 耐 晒 棕 <Fa# 直 接

棕 <Fa

@#
BSOS直接棕 "?"

!@"D:?"

!P’*%.$h23$<*/6+ F̂a ! BCaF"# N/)3’-%*<*/6+ P̂ Fa

!BCaF"

!直接耐晒红棕 Fba#直接

耐 晒 棕 Fb# 直 接 红 棕

a(#gF

@@
BSOS直接棕 "G:

!@?"#?"
!P’*%.$h23$<*/6+ @ĝ !hU<" !直接棕 P@g

@:
BSOS直接黑 :

!@?#:G"
!P’*%.$<(2.L F!BCaF"# P’*%.$<(2.L FT!_R($"

@G
BSOS直接黑 #I

!##G=?"
!U$R(P%0%(/)%- <(2.L FC!UM" !

@8
BSOS直接黑 @=

!@?#@G"

!U)/((/P’*%.$P%%) <(2.L j‘!b;B"# U$R(P’*%.$<(2.L j!UM"#

B/$$/+ <(2.L jT!U-%("# P’*%.$<(2.L U!BCaF"

!直接黑 <̂ #直接黑 F̂ #

直接黑 <‘#直接青光元#直

接元#直 接 元 青#直 接 红 光

元青#直接红光元

@D
BSOS直接红 "?

!##":G"

!U$R(P’*%.$g2*+%$<!UM"# U$R(P’*%.$g2*+%$<r!UM"# _’$3R’

P’*%.$B/*’+$4 g!_PT"
!

@=
BSOS直接黄 :=

!#@88?"
!;’3)25’+%r%((/6bB!F<_" !

@I
BSOS直接橙 8

!#@@DG"
!P’*%.$C*2+,%g!M/("# ’̂))/+ C*2+,%gg! \̂]" !

:?
BSOS直接橙 D

!#@@=?"
!_’$3R’P’*%.$C*2+,%]g!_PT"# ;’3)25’+%C*2+,%bg!F<_" !

:"
BSOS直接橙 "?

!#@@D?"
!P’*%.$C*2+,%F!M/("# _’$3R’P’*%.$B/R)(’+,C*2+,%\!_PT" !

:#
BSOS直接红 #

!#@G??"

!<%+n/)R*)R*’+%:<! \̂]"# P’2./$$/+ <%+n/)R*)R*’+%:<!_BO"#

P’*%.$F%- :<!M/("# ]2A2LR <%+n/)R*)R*’+%:<!]r]"# _’$3R’

<%+n/)R*)R*’+%:<‘!_PT"# M2)%*F%- :<\!B]B"

!直接大红 :̂<

:@
BSOS直接红 #"

!#@G8?"
!;’3)25’+ F%- <!F<_" !



染整概论

(%#$$

续表

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
BSOS直接红 ##

!#@G8G"

!U$R(P’*%.$MR*)(%F!UM"# ;’3)25’+ F%- PG<h!F<_"# P%($21

)R*)R*’+%G<!gCa"
!

:G
BSOS直接红 @I

!#@8@?"

!]2A2LR P’*%.$\.2*(%$@<!]r]"# _’$3R’P’*%.$\.2*(%$@<‘

!_PT"# \4’L’3/P’*%.$\.2*(%$@<!]]]"
!

:8
BSOS直接红 8D

!#@G?G"
!U$R(B/$$/+ F%- !̂UM" !

:D
BSOS直接紫 #"

!#@G#?"
!_’$3R’P’*%.$B/*’+$4 <!_PT" !

:=
BSOS直接蓝 @

!#@D?G"
!;’3)25’+ N’/(%$#<!F<_" !

:I
BSOS直接蓝 ":

!#@=G?"

!U$R(P’*%.$<(R%̂ <7#<g!UM"# P’*%.$<(R%@g!M/("# ;’31

)25’+ <(R%@<‘!F<_"
!直接靛蓝 @<

G?
BSOS直接蓝 #G

!#@DI?"

!P’*%.$<*’((S<(R%G<B!B]B"#;’3)25’+ <(R%P<!F<_"# ’̂)1

)/+ %̂6<(R%G<\! \̂]"
!

G"
BSOS直接蓝 G@

!#@=8?"
! !

G#
BSOS直接蓝 #IG

!#@=#?"
!P’*%.$<(R%#<7̂ <!B]B"# h2V*25’+%<(R%#<7̂ <!hU<" !

G@
BSOS直接绿 =G

!@?@=D"
!P’*%.$P2*L g*%%+ <U!_BO"# P’*%.$P2*L g*%%+ <U! \̂]"

!直接墨 绿 #<( <̂#直 接

绿 #<( <̂#直接绿 P@g#直

接绿 bg<

G:
BSOS直接棕 ###

!@?@8="

!P’*%.$<*/6+ @gU!_PT"# ’̂))/+ ]2,2LR P’*%.$M2)%*<*/6+

ga!]]]"

!直接黄棕 b( P̂#直接黄

棕 @g

GG BSOS直接黑 "G:

!P’*%.$P2*L <(2.L ‘U!_BO"#P’*%.$P%%) <(2.L ‘U! \̂]"#

]2A29%.$<(2.L U!]r]"# ]2A2LR P’*%.$P%%) <(2.L ‘U!]r]"#

]2A2LR P’*%.$\)%.’2(<(2.L U‘̂ !]r]"# C*’%+$T2$%*<(2.L

"=D 7a_!]]]"

!直接黑 b<F̂

G8
BSOS直接红 D

!#:"??"

!U$R(P’*%.$</*-%2R&<T!UM"#U$R(P’*%.$F%- "?<!UM"#<’$21

5’+%P’*%.$</*-%2R&<T!<bO"# ;’3)25’+ F%- "?<!F<_"
!

GD
BSOS直接蓝 "

!#::"?"

!<%+n/<*’((S<(R%8<\!<Ur"# P’2./$$/+ \LA<(R%8<!_BO"#

P’)4%+A(<*’((S<(R%hh!Bgr"# P’*%.$<*’((S<(R%8<!B]B"# P’1

*%.$\LA<(R%8<! \̂]"# _’$3R’P’*%.$<*’((S<(R%8<!_PT"# MA1

*/n/(<(R%#h! \"# \/(/)4%+A(<(R%#h! \"# \/(/)4%+A(<(R%hh

!Bgr"

!直接湖蓝 8<#直接蓝 g



附录)

(%"$$

续表

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G=
BSOS直接蓝 =

!#:":?"
!U$R(P’*%.$<(R%g!UM"# ;’3)25’+ <(R%g!F<_" !

GI
BSOS直接蓝 I

!#:""G"
!U$R(P’*%.$<(R%<̂ !UM" !直接刚果蓝

8?
BSOS直接蓝 "?

!#:@:?"
!U$R(P’*%.$̂ %6<(R%g!UM" !

8"
BSOS直接蓝 "G

!#::??"

!B2*$23/(<(R%#gh!\"# P%*52<(R%F!\"# P’2./$$/+ \LA<(R%

G<!_BO"# P’*%.$\LA<(R%G<! \̂]"# ]2A29%.$<(R%B& r

!]r]"# a202.%((<(R%\!<Ur"# M%*,23/(<(R%FU&FÛ !Bgr"

!直接湖蓝 G<#直接蓝 <

8#
BSOS直接蓝 ##

!#:#=?"

!P’./$$/+ <*’((<(R%FT!_BO"# P’*%.$<*’((<(R%FT! \̂]"#

_’$3R’P’*%.$<(R%FT!_PT"
!直接蓝 Fg

8@
BSOS直接蓝 @G

!#:":G"
!;’3)25’+ <*’((S<(R%@<̂ !F<_" !

8:
BSOS直接蓝 D8

!#::"""

!P’*%.$a’,4$<(R%Dga!N3$"# \R)%*(’$%923$<*’((S<(R%"8<aa

!B]B"
!直接耐晒蓝 :ga

8G
BSOS直接蓝 "G"

!#:"DG"

!B/$$/+ <(R%BN<!U-%("# P’*%.$B/))%*<(R%<<!U_<"#

MA*2n/(<(R%hC!\"#b*’25’+%<(R%BN<!B;F"

!直接铜盐蓝 #F#直接铜盐

蓝 ]_#直接铜盐蓝 <<#直

接藏青 <

88 BSOS直接蓝 "8?

!<%+n/ 2̂0A<(R%FaT !<Ur"# BR)*/-’2n/(a’,4$ 2̂0AFa

!OBO"# BR)*/9’&̂ 20ABgFa! \"# BR)*/)4%+A(̂ 20AFa!Bgr"#

O+$*25%$̂ 20A<(R%Faa!B]B"

!

8D BSOS直接蓝 "D@ !MA*2n/(<(R%g!\" !

8= BSOS直接蓝 "I# !P’2(R5’+/R3<(R%Fh!_BO" !

8I BSOS直接蓝 #?"
!<%3$P’*%.$\R)*2<(R%<Fa!CgP"# ]2A29%.$<(R%;&a!]r]"#

]2A2*R3\R)*2<(R%<FapCC!]r]"
!

D?
BSOS直接蓝 #"G

!#::"G"
!U$R(P’*%.$B/))%*<(R%gF!UM" !

D"
BSOS直接黑 I"

!@?:??"

!<%+n2+’(B/))%*<(2.L F!rBa"# BR)*/9’&<(2.L BFa!\"# P’1

*%.$h23$B/))%*<(2.L Ua!BCaF"# b%$*/.R’0*%<(2.L F!B]B"
!直接铜盐黑 Fa

D#
BSOS直接红 :8

!#@?G?"
!_’$3R’P’*%.$<*’((S\.2*(%$=<!_PT"# MA*2n/(F%- =<!\" !



染整概论

(%%$$

续表

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D@
BSOS直接橙 "?=

!#I"D@"
!U$R(N’3./3%C*2+,%U!UM"# d2AP’*%.$C*2+,%<FC!dBO" !

D:
BSOS直接红 8#

!#I"DG"

!P’2./$$/+ h23$C*2+,%h@F!_BO"# P’*%.$<*’((SC*2+,%@FB

!B]B"# ’̂))/+ h23$C*2+,%h@F\! \̂]"
!

DG
BSOS直接红 #:

!#I"=G"

!U$(2+$’.P’*%.$h23$\.2*(%$:<U! Uba"# h2V*25’+%\.2*(%$

:<]U&:<]r!hU<"#;’3)25’+ h23$\.2*(%$:<U\!F<_"# _’$3R’

P’*%.$h23$\.2*(%$:<\a!_PT"# \R5’$/5/a’,4$\.2*(%$:<U

!]]]"

!

D8
BSOS直接红 #8

!#I"I?"

!<%+n/F%- =<7N!<Ur"# B4(/*25’+%h23$\.2*(%$=<\!\"# P’1

*%.$h23$\.2*(%$=<\U!B]B"# ;’3)25’+ h23$\.2*(%$=<\!F<_"#

MA*2n/(\.2*(%$=<\!\"

!

DD
BSOS直接红 D#

!#I#??"

!P’*%.$\.2*(%$:\T !̂B]B"# M%*,23/(\.2*(%$:\T !̂Bgr"#

MA*2n/(\.2*(%$:<̂ !\"
!

D=
BSOS直接黄 #D

!"@IG?"

!B4(/*2+$’+%h23$r%((/6Dga!Bgr"# ]2A2*R3r%((/6Gg! 化

药"#\/(2*h(20’+%Gg!\"
!直接耐晒黄 Gga

DI
BSOS直接黄 :"

!#I??G"

!B4(/*2$’+%h23$r%((/6Fa!Bgr"#P’)4%+A(h23$r%((/6BFa

!Bgr"# MA*2n/(h23$r%((/6Fa! \ "# \’*’R3\R)*2r%((/6F]

!<Ur"#\/(2*h(2*’+%F!\"

!直接耐晒黄 Fa

=?
BSOS直接橙 @Dm:?

!:?#8G"

!B4(/*2$’+%h23$C*2+,%!Bgr"#P’)4%+A(<*/6+ Fa!Bgr"#PR1

*2n/(C*2+,%:F!OBO"#MA*2n/(h23$C*2+,%F̂ !̂\"#\’*’R3\R)*2

<*/6+ F!<Ur"

!直接耐晒橙 b:Faa

="
BSOS直接橙 :I

!#I?G?"

!\’*R’3C*2+,%g!<Ur"# \/(2*C*2+,%gP!\" \R5’(’,4$C*2+,%

g!\R5’$/5/"
!直接耐晒橙 g

=#
BSOS直接红 DI

!#I?8G"

!PR*2n/(F%- 8<!OBO"# \’*’R3\R)*2F%- :<a!<Ur"# \/(2*F%-

#<a!\"# \/(/)4%+A(F%- 8<a!Bgr"# \R5’(’,4$\R)*2F%- :<a

!\R5’$/5/"

!直接耐晒红 :<a

=@ BSOS直接红 =I

!B4(/*2$’+%h23$\.2*(%$<̂ aa!Bgr"# ]2A2LR \R)*2\.2*(%$<̂ a

!化药"# \/(2*\.2*(%$<a!\"# \/(/)4%+A(\.2*(%$<̂ a!Bgr"# \R1

5’(’,4$\R)*2\.2*(%$<̂ \!住友"

!直接耐晒大红 <̂ a

=:
BSOS直接紫 G"

!#DI?G"

!B4(/*2$’+%<*’((Sh23$N’/(%$@<! \"# P’)4%+A(<*’((SN’/(%$<

!Bgr"# PR*2n/(N’/(%$F!OBO"# MA*2n/(N’/(%$@<!\"# \’*R’3N’/1

(%$<<!<Ur"# \/(2*N’/(%$#<!\"

!直接紫 <<



附录)

(%&$$

续表

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G
BSOS直接蓝 8D

!#DI#G"

!B4(/*2$’+%h23$<(R%@Faa!Bgr"#PR*2n/(<(R%:F!OBO"#

MA*2n/(h23$<*’((S<(R%U!\"#\’*’R3\R)*2<(R%h@F!<Ur"#\/(/1

)4%+A(<(R%@Fa!Bgr"

!直接耐晒蓝 h@F

=8
BSOS直接绿 #8

!@:?:G"

!B4(/*2$’+%h23$g*%%+ <aa!Bgr"#MA*2n/(h23$g*%%+ <a! \"#

\/(2*g*%%+ <a!\"#\/(/)4%+A(g*%%+ <a!Bgr"
!直接耐晒绿 <aa

=D
BSOS直接黑 "D

!#DD??"

!B4(/*2$’+%<(2.L \P!Bgr"# B4(/*2n/(P’2n/<(2.L \P!OBO"#

P’2./$$/+ h23$<(2.L P!三菱"# PR*2n/(g*%A \̂!OBO"# d2)2+/(

h23$<(2.L P!住友"# ]2A2LR P’*%.$h23$<(2.L P!化药"# MA*2n/(

<(2.L P<&\P!\"

!直接黑 P

==
BSOS直接紫 @

!##::G"

!<%+n/N’/(%$F!<Ur"# B4(/*2n/(N’/(%$F!OBO"# P’)4%+A(N’/1

(%$#F!Bgr"
!直接紫 F<

=I
BSOS直接蓝 :=

!##G8G"
!P’2n/(P2*L N’/(%$̂ !法兰" !直接紫 <

I?
BSOS直接蓝 "8=

!#:"=G"

!<%+n/B/))%*<(R%<<\ !<Ur"# B4(/*2n/(B/))%*<(R%#<

!OBO"# d2)2+/(B/))%*<(R%#<! 住 友"# ]2A2LR P’*%.$B/))%*

<(R%#<!化药"# _’$3R’P’*%.$B/))%*<(R%#<!三井"

!直接铜盐蓝 <F

I" ! !直接耐晒蓝 Fga

I# !

!直接深蓝 a#直接深蓝 _#

直接 深 蓝 "(G# 直 接 铜 盐

蓝 T

I@ ! !直接铜盐蓝 =?

I:
!BSOS酸性橙 :G

!##"IG"

!O+$*2n/+%h23$C*2+,%#F̂ !B]B"# _’-(/+ C*2+,%MF!B4%5"#

_’((’+,h23$C*2+,%F
!弱酸性橙 F

IG
BSOS酸性红 =G

!###:G"

!U.’- _’((’+,F%- g! gCa"# U($/.4*/5%_’((’+,\.2*(%$g

!B]B"# _’$3R’_’((’+,\.2*(%$g!_PT"

!弱酸性红 g#弱酸大红 g#

永固 猩 红 g# 酸 性 永 固 猩

红 g

I8 BSOS酸性黑 #I !U.’- U.%+A(<(2.L #<!UUN"# U)/((/U.’- h23$<(2.L \<!b;B" !酸性黑 b̂

ID
BSOS酸性黑 I:

!@?@@8"

!U.’- <(2.L <!_R($"# U)/((/U.’- <(2.L gFa!b;B"# _R($2.’-

<(2.L <!_R($"
!

I=
BSOS酸性红 "":

!#@8@G"

!U5’+A(F%- h7F\! \̂]"# j(’$%h23$F%- <g!;PB"# j*’/+A(

F%- F\!Bgr"# ]2A2+/(_’((’+,F%- F\!]r]"# Â(/32+ F%- h7

F\!\"# \2-/(2+ F%- ^7F\!\"# \%((2h23$F%- F\!Bgr"# \R51

’+/(_’(’+,F%- F\! \̂]"# b%*$*2.’- _’((’+,F%- <!B]B"

!弱酸性红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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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II
BSOS酸性红 "#=

!#:"#G"

!U$R(U.’- _’((’+,F%- @<!UM"# Â(/5’+%</*-%2R&B7<

!OBO"# Â(/32+ F%- h7<F̂ ! \ "# b%*$*2.’- _’((’+,F%- @<

!B]B"

!淘汰

"?? BSOS酸性红 "8D ! 2̂0’5’((F%- <!OPO"# 2̂0’$2+ F%- <!OPO" !酸性红 <

"?" BSOS酸性黑 #?I !j0%*(2+ <(2.L ĥ!jBO"# \%((2h23$<(2.L hB!Bgr" !

"?#
BSOS酸性红 :

!":D"?"

!U$(2+$’.U.’- j/3’+%g!B]B"# Un/j/3’+%!;PB"# P%*52hR*

F%- gb!\"# \%((2.’- F%- F!Bgr"

"?@
BSOS酸性红 G

!":I?G"
!j*’/F%- F!Bgr"# 2̂)4$42n’+%F%- gF!BFP" !

"?:
BSOS酸性红 #8:

!"="@@"
!U)/((/U.’- <*’((SF%- @<a!b;B"# j0%*2.’- F%- @<a!jBO" !

"?G
BSOS酸性紫 "#

!"=?DG"

!Un/<*’((SF4/-’+%:<!\"# B%$’(%F%- <<!ÔB"# 2̂)4$42n’+%

F/3%@<!BFP"
!

"?8 BSOS酸性棕 :"G !O3/(2+ <*/6+ \ 7ga!<Ur" !

"?D BSOS酸性黑 "@" !a2+A(V(2.L g<! \̂]" !

"?= BSOS酸性黑 "@#

!O*,2(2+ <(2.L F<a!Bgr"# a2+23A+ <(2.L <Fa! \"# F%(.23/(

<(2.L <Fa! \"# 2̂0’(2+ <(2.L F<a!OPO"# 2̂0’$2+ <(2.L F<a

!OPO"

!中性黑 F<a

"?I
BSOS酸性红 #:

!"8":?"
!M/+.%2R \.2*(%$g!F<_"# M/+.%2R \.2*(%$!T\\" !

""?
BSOS酸性红 "G=

!#?G@?"

!U5’+A(F%- h7g! \̂]"# P’2.’- h23$F%- @<a!_BO"# \R5’+/(

_’((’+,F%- g! \̂]"# \R)*2+/(F%- @<a!<Ur"# b%(/+ h23$F%-

jF!<Ur"

!弱酸性红 @<a

"""
BSOS酸性红 #8G

!"="#I"

!<%3$U.’- F%- <a!CgP"# ]2A2+/(F%- <a!]r]"# _’$3R’

<*’((S_’((’+,F%- <a!_PT"
!

""#
BSOS酸性红 D@

!#D#I?"

!U.’- h23$F%- F̂ !MCa"# j,2.’- F%- _CCa!B4%5"# O+$*2.’-

\.2*(%$_CC!B]B"# \R)*2.%+ B*/.%’+ _CC!<Ur"

!酸性大红 gF#酸性红 g#

酸性朱红 "?G#酸性大红 "?G

""@
BSOS酸性红 ""8

!#888?"
!;’3)2.’- B(/$4 F%- g#<!F<_" !

"": BSOS酸性红 :#? ! Â(2+$4*%+%\.2*(%$r7ahT!B]B" !

""G
BSOS酸性红 ""G

!#D#??"

!U$(2+$’._’((’+,F%- #<̂ !Uba"# h23$_’((’+,F%- <!hP̂ "#

;’3)2.’- B(/$4 F%- <h!F<_"
!

""8
BSOS酸性红 ":=

!#888G"
!j+’2.’- B(/$4 F%- <B!j+’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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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D
BSOS酸性红 "G?

!#D"I?"
!;’3)2.’- B(/$4 F%- #F!F<_" !

""=
BSOS酸性红 #8

!"8"G?"

!U.’- M/+.%2R #Fa!MCa"# U’n%+ M/+.%2R F;!;BB"# O+$*2.’-

\.2*(%$_CC!B]B"
!酸性大红 #g

""I
BSOS酸性紫 :I

!:#8:?"

!U.’- N’/(%$G<! \̂]"# U.’- N’/(%$8<!MCa"# U’n%+ U.’- N’/(%$

G<;!;BB"# O+$*2.’- N’/(%$:<̂ \!B]B"
!酸性紫 G<

"#?
BSOS酸性红 @G

!"=?8G"

!U.’- h23$F%- T@<!MCa"# P’2.’- \R)*2F%- @<!三菱"# j*’/

F%- <#F!Bgr"# \R5’+/(a%0%((’+,<*’((SF%- \@<!住友"#\R1

)*25’+ F%- @<!<Ur"

!酸性红 @<#酸性桃红 @<

"#"
BSOS酸性紫 I

!:G"I?"

!j*’/hR.43’+%U#F!Bgr"# h23$U.’- N’/(%$UFF!<U\h"# \2+1

-/(2+ N’/(%$j7F!\"# ‘A(%+%h23$N’/(%$F!\"
!酸性紫 F

"## BSOS媒染黄 "8 ! !

"#@
BSOS媒染红 GD

!##@"?"
! !

"#:
BSOS分散黄 D

!#8?I?"

!P’2+’&r%((/6GF7j!_BO"# ]2A2(/+ M/(A%3$%*r%((/6:F7j

!]r]"# _’L%$/+ M/(A%3$%*r%((/6GF!_PT"
!分散黄 j(GF

"#G
BSOS分散黄 #@

!#8?D?"

!P’3)%*3/(r%((/6<7:F!OBO"# h/*/+ r%((/6j7Fgha! \"#

b%*23’(g/(-%+ r%((/6F!Bgr"# b%*23’(r%((/6GF!Bgr"

! 分 散 黄 Fgha# 分 散 黄

j(@Fa

"#8 BSOS分散黄 G8
!_’L%$/+ M/(A%3$%*C*2+,%@g\h!_PT"# M2(2+’(g/(-%+ r%((/6

gg&M7gg!<U\h"# \A+$%+ g/(-%+ r%((/6M7#g!M/("

!分 散 橙 gg#分 散 橙;(

gg#分散金黄 gg

"#D BSOS分散橙 ":I !b%*23’(g/(-%+ r%((/6#F\!Bgr"# <2(’.*/+ r%((/6@F!MbM" !

"#=
BSOS分散红 "G"

!#8"@?"
!b%*23’(F%- :g!Bgr" !

"#I
BSOS分散蓝 "

!8:G??"
!_’L%$/+ h23$<(R%!_PT"# \R)*2.%$<*’((S<(R%#ĝ !;PB" !

"@? BSOS分散橙 D? !j3$%*/)4’(%a’,4$C*2+,%Fda!h*2+" !

"@" ! !分散黄 @F

"@# BSOS分散橙 #?
!U*$’3’(C*2+,%gha!\"# h/*/+ C*2+,%j7gha!\"# \R5’L2*/+

C*2+,%j7g! \̂]"

! 分 散 橙 gha# 分 散 橙

j(gha

"@@ BSOS分散橙 #"
!U*$’3’(C*2+,%Fha!\"# h/*/+ C*2+,%j7Fha!\"# \R5’L2*/+

C*2+,%j7@F! \̂]"# b%*23’(C*2+,%Fha!Bgr"
!

"@: BSOS分散橙 "#" !]2A2(/+ M/(A%3$%*C*2+,%"?"!]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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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染料索引号 国!外!商!品!名 国内商品名

"@G BSOS分散黑 # !B’V2.%$P’2n/<(2.L <!Bgr"# \R5’L2*/+ P’2n/̂ 20A@<! \̂]" !

"@8 BSOS分散黑 #= !_’L%$2n/(<(2.L gh!_PT" !

"@D BSOS分散黄 ## !\FUh23$g/(-%+ r%((/6‘""!<FB" !

"@= BSOS分散黄 #"= ! !

"@I BSOS分散红 ##"
!P’2+’&<*’((SF%- :g7\j!_BO"# ]2A2(/+ M/(A%3$%*a’,4$\.2*(%$

#g7\!]r]"
!

":?
BSOS分散红 ##?

!"#:D8"
!PAV(+ \.2*(%$g!PkM" !

":"
BSOS分散黑 8

!@D#@G"
!P’2.%(̂ 20APB!rUT" !

":# BSOS分散橙 8? ! !

":@ ! !分散黄 \(@ga

":: 复配型
!分 散 草 绿 g# 分 散 草 绿

j(gF#分散草绿 j(<ga

":G 复配型 !
!分散黑 @a#分散黑 bT#分

散黑 :a

":8 复配型 !
!分散灰 #̂分散灰 \(<̂ #

分散灰 \(@<F#分散灰 ]

":D 复配型 ! !分散草绿 \(#ga

":= 复配型 !h/*/+ r%((/6\j7F !

":I 复配型 !h/*/+ P2*L <(R%\j7<a !

"G?
BSOS冰染色基 ""

!@D?=G"
!_’$3R’F%- bF<23%!_PT"# h23$F%- bF<23%!;Pj" !红色基 bF

"G"
BSOS冰染色基 "#

!@D"?G"

!P’2V23%\.2*(%$g!_BO"# h23$\.2*(%$g<23%! \̂]"# _’$3R’

\.2*(%$g<23%!_PT"
!大红色基 g#大红倍司

"G#
BSOS冰染色基 :=

!@D#@G"
!h23$<(R%<\2($!;Cj"# _’$3R’<(R%<<23%!_PT" !蓝色基 <#快色素蓝 <

"G@
BSOS冰染色基 ""#

!@D##G"
!U52*$4/(h23$B/*’+$4 <<23%!U52*" !

"G:
BSOS冰染色基 ""@

!@D#@?"
!h23$P2*L <(R%<23%F!h*2+" !深蓝色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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