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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Χ .Ι .活性黑 5的乌黑度

陈荣圻
上海纺织印染职工大学 上海  

摘  要  活性黑 活性黑 2是活性染料中产量最多 !用途最广的一种染料 但是最大的不足是乌黑度不高 ∀

余年前 利用补色原理 复配了活性橙  乌黑度有所改进 但尚有不少问题 ∀提高活性黑 的乌黑度是当前热

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主要筛选溶解度高 直接性 !反应性 !相容性与活性黑 匹配的橙色和红色活性染料 ∀

关键词  活性黑  乌黑度 橙色活性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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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棉织物的染色和印花中 黑色色谱占了全部

色谱的  左右 ∀而 ≤ 活性黑 活性黑 2

因价廉 !牢度高 !固色率高和易洗涤等优点 在黑色

色谱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 ∀但是 ≤ 活性黑 提

升力差 用盐量多 主要还存在乌黑度不高的缺点 

其结构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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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黑 活性黑 2

  图 为几种黑色染料的可见光谱吸收曲线图 ∀

从图 曲线分析 人们视觉中的黑色应当在可见光

的范围内对不同波长能较均匀地吸收 ∀但是 ≤ 

活性黑 曲线 在  ∗  范围内的吸收偏

低 因此得到的色调偏差 ≤ 活性黑 实际上得到

的是藏青色≈ ∀

   世纪  年代末 韩国商品 ≥ 

ƒ 利用橙色是藏青色补色的原理 在 ≤ 活性

黑 中拼入一个橙色染料 即 ≤ 活性橙  早期

由韩国理禾公司生产 当时结构式未公开 俗

称理禾橙 改进了染料乌黑度≈ ∀ ≤ 活性橙 的

结构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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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几种黑色染料的可见光谱吸收曲线图  

国产活性黑 2 ≤ 2 ≤和 ∞≥都是

黑 和橙 以不同比例混拼而得到的 但是乌黑度

仍不够理想 ∀二者活性基的反应性不同 导致上染

和固色不协调 ∀二者亲水性Π亲油性无机性值 Π有

机性值 相差很大 分别为 1和 1 ∀对纤维

    

的直接性不同 易造成色花 ∀橙 的水溶性小 特

别在固着阶段加碱后 硫酸酯转化为乙烯砜后 橙染

料沉淀析出 造成色斑 ∀某些染色牢度也不够理

想≈ ∀所以 ≤ 活性黑 的乌黑度改进 关键是提

高橙色组分的溶解度并与 ≤ 活性黑 的直接性

和反应性相近的染料筛选 ∀

研究开发新的高乌黑度黑色活性染料是近年来

的热门课题 ∀除了拼入橙色染料 还要协调橙色 !红

色和藏青色组分以获得深浓的黑色 ∀从色度学分

析 染料拼黑的黄 !红 !蓝三原色理想的最高吸收波

长 Κ¬依次为  ∗    ∗  和  ∗

 
≈ ∀ ≤ 活性黑 的 Κ¬为  ∗   作

为黑色染料的藏青部分 Κ¬偏低 ∀有很多藏青组

分的染料可供选用 但是到目前为止 商品活性黑中

的藏青组分 绝大多数仍用 ≤ 活性黑  主要是因

为其价廉 ∀因此拼黑主要从橙色组分着手 ∀

大量专利涉及橙色组分与 ≤ 活性黑 配位 

主要是提高水溶性 相近的无机性值 Π有机性值 

以求直接性接近和反应性相近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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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丁酸中引入磺酸基 氰氨基也具有水溶性 ∀

在碱性介质中 由于氰基的强吸电子性 氰氨基上的氮

原子形成富电子性的负电荷 与水分子氢键结合而具

有水溶性≈ ∀ ≤ 活性橙 和 的结构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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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性橙 与 ≤ 活性黑 同为双乙烯砜

型 分子结构相似≈ ∀以上 种橙色染料的 Π 值

与 ≤ 活性黑 非常接近 ∀

红色组分的加入弥补了藏青色和橙色染料组成

的黑色染料在红色谱区域吸收的不同 使黑色更丰

满 ∀实际上 商品 ≤ 活性黑 中已经有它的红色

副染料组成的混合物 ∀分子结构式如下 ∀

但是该染料的牢度较差 上染性能也不能与≤ 

第 期 陈荣圻 提高 ≤ 活性黑 的乌黑度 =  >



活性黑 和橙色组分相匹配 ∀新的乌黑度较高的黑染 料中采用另外的红色染料与之拼混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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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性红 

  ≤ 活性红 为三活性基活性染料 实际上

一氯均三嗪由于本身反应性不如乙烯砜基 而且由

于空间障碍 反应性基本上与双乙烯砜基相似 性能

与 ≤ 活性黑 比较相近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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