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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Π棉针织面料的染整工艺

李锦华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通  

摘  要  介绍了大麻Π棉混纺针织物的特点 通过采用特殊的纱线柔软润滑剂对大麻Π棉混纺纱线进行前处理 提高

了纱线的柔软度和润滑性 解决了针织过程中纱线易脆断而产生破洞的难题 ∀对煮练 !漂白 !染色等重点工序进行

了分析和探讨 认为在这些工序采用合理的工艺参数能充分体现大麻Π棉针织物的优良特性 ∀同时给出了具体工

艺流程和工艺参数 可为同类产品的开发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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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纤维内含有十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

元素 具有一定的保健 !抗菌 !抗静电 !抗紫外线辐射

等作用≈  ∀

大麻Π棉混纺珠地网眼 × 恤面料具有丰富的表

面肌理形状 外观粗犷 弹性 !排汗性好 手感干爽 

穿着不粘身 舒适凉爽 ∀炎热的夏天穿着天然大麻

针织 ×恤衫 可使人体的实感温度下降  ∗  ε ≈ ∀

1  大麻Π棉面料性能及混纺比确定

  大麻纤维较为细软 无需特殊处理就可避免其

它麻制品的刺痒感和粗糙感≈ ∀同时 大麻纤维中

心的细长空腔与纤维表面的许多裂纹和微细孔隙相

连 优异的毛细效应使大麻织物吸湿排汗性能格

外好≈ ∀

大麻纤维的长度和细度差异较大 通常呈束状 

结晶度和取向度高 含胶量多 纺纱性能较差 ∀通过

与棉混纺 特别是与精梳长绒棉拼混后 由于棉纤维

柔软度和延伸性好 使大麻Π棉混纺纱能够满足针织

工艺的要求 不仅改善了成纱质量 而且能改善大麻

纤维染色不均匀 得色不深等不足 提高其服用性能 ∀

由于大麻纤维中的杂质含量高 通过煮漂及染

色加工 大麻纤维的失重率比棉高 因此大麻Π棉的

混纺比选定为 Π 这样最终成品中大麻纤维的含

量仍高于棉 不仅有利于织造和染整加工工艺 而且

对于外贸产品来说 可不受设限的制约 ∀



2  生产工艺及设备

  工艺流程 纱线前处理 ψ织造 ψ煮练 ψ漂白 ψ

酶处理 ψ染色 ψ柔软 ψ脱水 ψ烘干 ψ开幅 !定型 ψ

成品 ∀

坯纱规格 ¬Π大麻Π棉针织用纱 ∀坯布

规格 密度 眼Π 面密度  ∗  Π ∀

助剂及染料 纱线柔软润滑剂 !双氧水 !烧碱 !精

练渗透剂 ƒ2≥×∞ !螯合分散剂 ƒ2 !≥ !

双氧水去除酶 !型活性染料 !元明粉 !纯碱 !柔软平

滑剂 !皂洗剂 !固色剂等 ∀

设备 松式络筒机 !筒子染色机 !射频烘干机 !针

织机 !溢流式染色机 !开幅定型机等 ∀

3  重点工序讨论

311  纱线前处理

  大麻纤维结晶度高 刚性大 延伸性差 直接采

用大麻纱线或大麻Π棉混纺纱线编织针织产品时 弯

纱 !成圈 !退圈都比较困难 极易造成漏针 !花针 使

织物产生破洞 ∀因此 在织造前需要对纱线进行适

当的加工处理 以提高纱线的柔软度 !润滑性≈ ∀而

现在市场上供应的柔软剂很难满足大麻Π棉针织纱

线前处理的需要 ∀一般的柔软剂润滑性不够 而有

机硅柔软剂虽对编织有利 但使编织好的织物不易

上染 ∀因此采用柔软剂 !平滑剂 !吸湿剂等复配了纱

线柔软润滑剂 ∀其中 平滑剂的加入降低了织造时

纱线与织针的摩擦力 柔软剂使纤维的刚性降低 有

利于纱线的弯曲成圈 吸湿剂提高了纤维的可塑性 

对防止纱线脆断有一定的帮助 ∀

纱线前处理流程 大麻Π棉混纺纱 ψ松式络筒 ψ

热水洗 ψ柔软处理纱线柔软润滑剂    ε 

  ψ脱水 ψ烘干 ∀

312  织  造

  织造时应尽量选用大针距的针织机 减小喂纱

张力和坯布卷取张力 以利于织造的顺利进行 ∀

313  煮  练

  为了去除大麻纤维和棉纤维中所含的各种天然

杂质 必须做到煮练匀透 去杂干净 ∀对于大麻Π棉

针织物的煮练 仍以 煮练为主 因为大麻纤维

属于束纤维 相互之间以果胶粘连 如采用生物酶煮

练 虽然煮练效果比较好 但果胶充分去除后纤维松

散 织物容易起毛 影响服用性能 ∀工艺参数 

 Π精练剂 Π≥    浴比 Β ∗

Β 温度  ∗  ε 时间 ∀

314  漂  白

  煮练后织物经漂白加工 可进一步提高织物的

毛效和白度 保证染色的牢度和均匀度 ∀工艺参数 

 1    Π     精练渗透

剂ƒ≥×∞ 1    螯合分散剂 ƒ2

    浴比 Β ∗ Β 温度大于或等于

 ε 时间 双氧水去除酶 ≤×2⁄   

  浴比 Β ∗ Β 温度 ε 时间 ∀

315  酶处理

  酶处理是通过纤维素酶的水解以及机械冲击作

用 将织物表面的毛羽去除 同时使织物产生一定程

度的减量 从而使织物表面光洁 !纹路清晰 具有滑

爽的身骨 并使织物获得持久柔软的效果 ∀

织物的失重率控制在  以内 这样既能达到

很好的处理效果 又能使织物的强力损失控制在较

小范围 ∀

酶处理工序放在染色前进行 可以使脱落的绒

毛在染色过程中得到彻底的去除 防止对织物的沾

污 ∀工 艺 参 数 生 物 抛 光 酶 ≤×2≤ 1 

  浴比 Β ∗ Β  值 1 温度 ε 时

间 织物处理结束后升温至  ε 保温

 使酶失活 ∀

316  染  色

  由于大麻纤维结晶度高 取向度高 大分子链排

列紧密 染料扩散困难 上染率低 不宜染深色 ∀因

此染色宜选择分子量小 !初染率低 !匀染性和透染性

好的染料 ∀ 型活性染料分子结构中含有 个活性

基团 其中一个是一氯均三嗪活性基团 耐碱性较

好 另一个是 Β2硫酸酯乙基砜型活性基团 耐酸性较

好 ∀该染料不仅染色牢度好 固色率高 而且溶解

性 !重演性 !提升性等性能优良 ∀染色工艺曲线见

图  ∀

  工艺流程 室温 ψ加入匀染剂 ψ加入染料 ψ运

行  ψ 分  次加盐促染 ψ 运行   ψ 以

 ∗   ε Π的速度升温至 ε ψ分 次加碱固

色 ψ运行  ∗   ψ排液 ψ水洗 ψ酸洗 ψ皂洗

皂洗剂  Π ψ 水洗 ψ 固色 无甲醛固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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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染色工艺曲线

 

ƒ2   ∗    ε   ψ柔软 ψ脱水 ψ

烘干 ∀

染液处方及工艺参数  型活性染料 ξ 

  棉用匀染剂 ƒ2     元明粉

 Π纯碱 Π浴比 Β 温度 ε 时间 

∗  ∀

317  柔软整理

  针织大麻Π棉混纺珠地网眼 × 恤面料手感较为

粗硬 采用高档柔软平滑剂×2对织物进行处理 

使织物获得了柔软 !平滑 !干爽的手感 改善了织物

的弹性和抗皱性能 ∀工艺参数 柔软平滑剂 ×2

    温度  ∗  ε 浴比 Β 时间 ∀

4  结  语

  大麻纤维结晶度高 刚性大 延伸性差 织造

时纱线易脆断 ∀因此 在织造前需要对纱线进行柔

软润滑处理 提高纱线的柔软度 !润滑性 有利于织

造的顺利进行 ∀

在煮练 !漂白 !染色等重点工序中 应采用合

理的工艺参数 充分体现出大麻Π棉针织物的优良

特性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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