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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岛海岛纤维非织造基布的碱减量处理工艺

宗丽华 靳向煜 殷保璞
东华大学 非织造研究发展中心 上海  

摘  要  研究了 ≤°∞×Π°海岛纤维针刺非织造基布的碱减量处理工艺 分析了碱液质量浓度 !处理温度和时间及

浴比对非织造布失重率的影响以及失重率与非织造布强力间的变化关系 ∀研究发现碱液质量浓度和处理温度是

影响失重率和断裂强力 个主要因素 ∀一般来说 碱减量处理温度越高 时间越长 碱液质量浓度越高 则减量率

越高 三者对减量率的影响非常显著 ∀非织造基布碱减量处理的最佳方案为浴比 Β 碱液质量浓度 Π处理

温度 ε 处理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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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由定岛海岛纤维制成的非织造基布和合成

革产品有很大市场 ∀其在日本 !韩国和欧洲已经发

展得很好≈
在国内许多领域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

段 产业化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了加

速国内海岛纤维非织造基布及合成革产业化发展 

本文对定岛海岛纤维非织造基布生产工艺及后整理

中 °含浸和碱减量处理工艺进行了研究 ∀

1  实验部分

由于非织造基布遇张力易变形 洗净困难 在生

产上宜使用新型连续式碱减量机来实现连续碱减量

处理过程 ∀本文实验用高温高压染样机采用碱煮的

方法来进行碱减量加工 ∀

1 .1  实验材料

考虑最终产品主要用作鞋革 选择 Π的

针刺非织造基布 纤维材料选用韩国 公司生

产的1¬ ≅  的 岛海岛纤维 海组分为

≤°∞× 岛组分为 ° 两者质量比为 Β  

≤°级 冰醋酸 ∀

112  实验设备

巨无霸型高温高压染样机 型

台式轧车 热定型机 ≥≥ 电子天平 

⁄电子强力试验仪 ∀

113  实验方法

碱减量处理前 将试样放在恒温恒湿室内平衡

 后称其质量 Γ 根据 Γ 配置出一定浴比和质



量浓度的  溶液 在一定水浴温度的高温高压

染样机中碱处理一定时间 取出后热水洗 次 温水

洗 次加少量醋酸中和 再经温水和冷水洗数次 

配合使用轧辊 直到基布表面触摸时无滑腻感时 碱

液基本洗净 再用热定型机烘干 恒温恒湿室内平衡

 后称其质量为 Γ ∀

1 .4  失重率的测定
由于 ≤°∞×大分子链中引入间位结构磺酸基

团 ) ≥ 故聚合物在热碱水中受 
 作用逐

渐水解降解 ∀°耐碱 可认为在整个碱减量处理过

程中 水解反应只发生在 ≤°∞× 上 这样可以通过

控制减量率失重率达到将岛组分溶离出来的目

的≈   ∀失重率的计算公式为

失重率 
Γ  Γ

Γ

≅  

2  碱减量处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之前所做的正交试验发现 碱液质量浓度 !

碱处理时间 !温度和浴比 个因素是影响失重率的

主要因素 其中碱液质量浓度和处理温度是影响失

重率的最主要的 个因素 ∀并确立了处理非织造基

布的最佳工艺方案为 碱液质量浓度 Π处理温

度 ε 处理时间 浴比Β ∀验证后 失重率

为 1  略高于理论值   岛组分质量占

   ∀为找出上述 个因素各自在碱减量处理工

艺中的影响规律 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

211  碱液质量浓度
调节碱液质量浓度是调节失重率常用的方法 ∀

从理论上讲 碱用量与失重率存在一定的关系 失重

率确定后 碱用量应当是一定的 ∀将针刺非织造基

布在温度为 ε 浴比为 Β的不同质量浓度的

碱液中处理 测定的失重率结果如图 所示 ∀

图   碱液质量浓度对失重率的影响

ƒ  ∞  

可看出 失重率随着碱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且碱

液质量浓度小于 Π时失重率增加较快 达到

 Π之后增加的速度有所减慢 ∀这是由于碱液质

量浓度增加 提高了
进攻酯键的概率 加速了反

应 当碱液质量浓度达到一定值时 有效的进攻趋于

饱和 反应速度的增加逐步趋于平缓 说明此时碱溶

性聚酯基本完全溶解 此时失重率不再随碱液质量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

212  处理温度
将针刺非织造基布在浴比 Β 质量浓度

 Π的碱液中以不同温度处理 测定的失重

率结果如图 所示 ∀

图   温度对失重率的影响

ƒ  ∞∏ 

如图所示 随着温度的升高失重率增大 ∀因为

温度升高 纤维中大分子链的活动性增加 加速了

≤°∞×的水解 因此失重率增加 ∀可以看出  ∗

 ε 时 失重率升高很明显 但是当温度增加到一

定程度时 失重率曲线趋于平缓 水解反应基本结

束 ∀ 溶液在  ∗  ε 间反应比较稳定 °

和 °的最高耐热温度为 ε 和 ε ≈
持续提

高温度会使基布性能受到损害 因此应当控制适当

的温度 一般应在 ε 左右 ∀

2 .3  处理时间
将针刺非织造基布在浴比 Β 质量浓度

 Π的碱液中于 ε 下处理不同时间 测定的失

重率结果如图 所示 ∀

图   碱液处理时间对失重率的影响

ƒ  ∞ 

由图可看出 随碱减量处理时间增加 失重率增

大 ∀失重率比较明显地分成 个阶段 前一阶段反

应速度较快  后水解反应基本完成 后一阶

段 失重率基本趋于不变 说明减量已基本完成 ∀随

着减量完成 增加时间对失重率影响不大 反而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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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

2 .4  浴  比
将针刺非织造基布在不同浴比的 Π碱液中

处理 温度设为 ε 测定的失重率结果如

图 所示 ∀

图   浴比对失重率的影响

ƒ  ∞ 

由图可知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随着浴比

的增大 失重率增大 ∀因为浴比增大 溶液中的


增多 相当于单位质量的基布与更多的碱液发生反

应 不过浴比过大会造成不必要的材料浪费 因此需

要选择合理的浴比 ∀

3  失重率实际值大于理论值的原因

针刺非织造布不同于机织或针织物 在针刺过

程中被刺断的纤维经碱减量处理后形成超细纤维 

纤维之间的纠结变弱 在水洗过程中如果脱落就会

影响到失重率的测定 使失重率值偏大 ∀岛纤维为

° ° 具有很好的耐碱性 在  ε 下用 

  处理 后的强度损失可忽略不计 可认为

在整个碱减量处理过程中 ° 未发生水解反应 所

以纤维脱落是失重率偏大的主要原因 但是散失的

纤维量很少 通过电镜照片可以看出失重主要还是

由 ≤°∞×的水解产生的 ∀图 是碱减量处理后失

重率为 1 的针刺基布的扫描电镜照片 ∀从图

中可以看出 按确立的最佳工艺条件对基布进行碱

减量处理后 基布中的海岛纤维开纤均匀 !充分 ∀

4  失重率和强力的关系

将不同失重率的非织造基布在电子强力试验仪

上分别测定其断裂强力和撕裂强力 ∀表 为不同失

重率条件下针刺基布的断裂强力 ∀

  从表中可以看出 随着失重率的增大 纵向断裂

强力先减小后增大 但变化幅度不大 横向断裂强力

      

图   碱减量处理后针刺基布的断面和表面 ≅  

ƒ  ≥∞  ∏∏

√ ≅  

表 1  失重率与断裂强力的关系

Ταβ .1  Ρελατιον βετωεεν ωειγητ λοσσ περχενταγε

ανδ βρεακινγ στρενγτη

试样编号 失重率Π
断裂强力Π

纵向 横向

  1 1

 1 1 1

 1 1 1

 1 1 1

基本显示为增加趋势 ∀这主要是由于非织造基布在

碱减量处理过程中横向产生较大收缩造成的 横向

断裂强力值一直增大 而纵向收缩较小 在失重率低

的情况下纵向收缩不明显 但此时部分海组分已被

溶除 表现为纵向强力的下降 随着纵向收缩的增

大 抵消掉溶除海组分后的强力损伤 使纵向强力值

又有所上升 ∀收缩率的大小和其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

表 为不同失重率条件下非织造基布的撕裂强

力 ∀从表中可以看出 随着失重率的增加 纵 !横向

撕裂强力都经迅速减小后又略有回升 ∀究其原因是

基布纤维的海组分被溶除后 纤网抵抗撕裂的能力

下降 撕裂强力减小 随着基布收缩的增大 相同面

积内纤维数量增加 出现撕裂强力值又略有回升的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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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失重率与撕裂强力的关系

Ταβ .2  Ρελατιον βετωεεν ωειγητ λοσσ περχενταγε

ανδ τεαρινγ στρενγτη

试样编号 失重率Π
撕裂强力Π

纵向 横向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结  论

在对海岛纤维针刺非织造布的碱处理过程中

发现 影响其失重率的因素有很多 如浴比 !碱液质

量浓度 !碱处理时间 !温度和促进剂的使用等 ∀其中

碱液质量浓度和处理温度是影响失重率的 个主要

因素 ∀一般来说 在其它条件相同时 碱液质量浓度

和处理温度越高 时间越长 浴比越大 失重率越高 ∀

水解反应基本完成时 失重率不再随之增大而增大 ∀

针刺非织造基布碱减量处理的最佳方案为 

浴比 Β 碱液质量浓度 Π处理温度 ε 时

间 ∀

碱减量处理后的基布纵横向断裂强力有所增

大 且横向断裂强力增大较多 撕裂强力先减小后又

略有增大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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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学术会议 是纺织生物技术这一交叉学科领域内规模大 !影响力高的国际会议 主要以

促进现代生物技术在纤维与纺织工业领域的应用为目标 在加强该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推

动国际纺织生物技术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年在葡萄牙举行了首届会议 之后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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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具体论文稿件要求 !提交方式 !截止时间以及其他会议详细信息请参见会议网站 ΠΠ

 ∏∏Π∀

## 纺织学报 第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