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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染色性能

段亚峰 胡玲玲 刘庆生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绍兴  

摘  要  为了解海岛型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染色性能 对染色温度 !时间 !染料提升性及染色牢度等方面进行探

讨 得出最佳染色工艺  ∗  ε 始染 然后缓慢升温至 ε 染色 再缓慢升温至  ∗  ε 保温染色

 最后对染色织物进行还原清洗 ∀适宜的还原清洗条件为  Π碳酸钠和 Π净洗剂  ε 还原清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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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麂皮绒织物是由超细纤维织物经磨绒加工而

成 ∀因其具有手感柔软 !光滑 !细腻 悬垂性好 绒面

感强 穿着舒适 耐磨性好等优点深受消费者的

青睐 ∀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麂皮绒织物品种较多 但织

物风格和染色质量却存在较大差异 ∀因超细纤维本

身表面积大 吸附染料量多 容易产生染深性差 !色

牢度低及染色不匀等现象 ∀国外对麂皮绒织物的风

格及色牢度要求一般较高 而国内很多企业无法达

到要求 因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诸多纺织印染

企业 ∀

基于海岛型复合超细涤纶丝的结构特点 在探

索麂皮绒织物减量处理工艺的基础上≈
设计开发

了具有不同花纹效果的小花纹麂皮绒产品 本文就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染色性能 对染色温度 !时间 !

染料提升性及染色牢度等方面进行探讨 ∀

1  实验部分

111  材  料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 经纬密为根Π  ≅

根Π   幅 宽 为   经 纱 原 料 

1 ¬Π 涤纶海岛丝  岛 纬纱原料 

1 ¬Π 涤纶 ⁄×≠ 经前处理后织物失重率为

1  面密度为 Π ∀

分散红 ∞2 ⁄分散黄 ∞2 ⁄分散青芒 ∞2 ⁄分

散金黄 ∞2分散艳蓝 ∞2 分散红 ∞2 均为工

业级 硫酸铵 分析纯 醋酸钠 分析纯 烧碱 工业

级 纯碱 工业级 ≤∞2螯合分散剂 工业级 ∀

112  仪  器

÷ • 22 红外线染样机 ƒ≥电子天

平 型分光光度计 2ΠΠ2 振荡试色机 



电热鼓风干燥箱 °≥2≤ 酸度计 ⁄测色

配色系统 ∀

113  方  法

11311  分散染料上染率的测定

吸取染色前后的染液各 分别放入 容

量瓶中 加入丙酮至刻度 用 型分光光度计于最

大吸收波长处测染液光密度 ∆ !∆

≈   ∀

上染百分率    ∆ ςΠ∆ ς ≅  

式中 ∆ 为染前染液光密度 ∆ 为染后染液光密

度 ς 为染前染液的体积 ς 为染后染液的体积 ∀

11312  纤维中染料量的测定

用 2二甲基甲酰胺溶剂精确配制不同浓度的

染料溶液 在最大吸收波长处分别测定它们的光密

度 作染液浓度与染液光密度的工作曲线≈   ∀

称取染色样品1  将其加入少量 2二

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经加热直至样品上的染料全部

萃取完毕为止 将溶液移至 容量瓶中 加入 

2二甲基甲酰胺至刻度 再从中取 溶液移至

 容量瓶中 在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定溶液的光密

度 通过染液浓度与光密度曲线得到染料的浓度 从

而计算纤维中的染料量 ∀

11313  ΚΠΣ值的测定

用 ⁄测色配色系统测试被染织物的

ΚΠΣ值 ∀

11314  色牢度的评定

耐水洗色牢度

根据 Π× 1 )  √ ≥ 2≤5纺

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洗色牢度 试验 6在 ≥• 2型耐洗

色牢度试验机上对试样进行耐水洗色牢度测试≈ ∀

耐摩擦色牢度

根据 Π×  )  √ ≥ 2÷ 5纺

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6在 ≠型耐摩

擦色牢度仪上对试样进行耐摩擦色牢度测试 ∀

耐升华色牢度

根据 Π×  )  √ ≥ 2° 5纺

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干热热压除外色牢度6在 ≠

型熨烫升华色牢度仪上对试样进行耐升华

色牢度测试 温度为 ?  ε ∀

2  结果与讨论

211  分散染料染麂皮绒对温度的依赖性

采用 种类型 只染料 分别为分散红 ∞2 ⁄

分散黄 ∞2 ⁄分散青芒 ∞2 ⁄分散金黄 ∞2分散

艳 蓝 ∞2 和 分 散 红 ∞2 在 质 量 分 数 为

    !硫酸铵质量浓度为 Π!用冰醋酸调节

值到  !浴比Β的条件下 在不同温度将麂皮绒

恒温染色  ε 和 ε 以上 由于存在升温过

程 所以  ε 保温   ε 时保温  

 ε 时保温  ε 时保温  ε 时

保温  然后分别测定它们的上染率和 ΚΠΣ值 

测试结果见图  ! ∀

图   上染率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ƒ  ⁄2∏ ∏

图   ΚΠΣ值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ƒ  ΚΠΣ √∏ ∏

从图 可知 当染色温度低于 ε 时 几只染

料的上染率没有明显的变化 上染率较低 随着温度

的升高 当温度高于涤纶纤维的玻璃化温度后 染料

的上染率明显提高 当温度达到  ∗  ε 时 各

种染料的上染率基本达到了最大值 温度进一步增

加 染料的上染率反而有所下降 ∀麂皮绒用分散染

料染色时 其最高染色温度应比常规涤纶纤维织物

的最高染色温度 ε 低  ∗  ε ∀原因可能

是海岛型超细涤纶纤维与普通涤纶纤维超分子结构

方面的差异 ∀海岛型超细涤纶纤维与普通涤纶纤维

相比 分子取向度低 无定型区含量高 皮层结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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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不明显 在相同的染色温度下分子链发生相对滑

移的几率更高 分子间瞬间孔穴更易形成 因此分散

染料染海岛型超细纤维的上染速率很高 容易出现

染色不匀现象 尤其是在高温 ε 时极易造成

色花 而且高温下染料分子的解吸速率大大增加 甚

至超过了吸附速率 使本已吸附到纤维上的染料又

从纤维上脱落下来 因而其上染率比  ∗  ε 时

有所降低 ∀因此染色温度不宜过高 升温速率不宜

过快 这样才有利于染料的固着和染色牢度的提高 ∀

由图 可知 除分散青芒 ∞2 ⁄在温度为 ε 时的

ΚΠΣ 值最大外 其它  只染料的 ΚΠΣ 值都是在

 ε 时达到最大 这也说明了麂皮绒织物的最高

染色温度为  ∗  ε ∀

212  分散染料对麂皮绒染色的提升性
用移液管吸取1 Π的分散红 ∞2 ⁄母液  !

 ! ! ! !1 分别置于 的容量瓶中 加

2二甲基甲酰胺至刻度 并按  ∗ 顺序编号 ∀选

择中间档浓度的染料在分光光度计上测其最大吸收

波长Κ¬ 然后以该波长测定  ∗ 号容量瓶中各

染液的吸光度 见图  ∀

图   吸光度与染料浓度之间的关系

ƒ    

在硫酸铵为 Π!用冰醋酸调节  值到  !浴

比Β的条件下 采用不同质量分数的分散红 ∞2 ⁄

对麂皮绒进行染色 以 ε Π的速率从室温升至

 ε 然后以  ε Π的速率升至  ε 保温

 再以  ε Π的速率升温至  ε 保温

 然后以 ε Π的速率下降到 ε 最后在

 ε Π用 Π的 ≤ 和 Π的净洗剂清洗

 ∀之后测定织物的 ΚΠΣ值和染料含量 结果分

别见图 和图  ∀

从图 可以看出 分散红 ∞2 ⁄的质量分数从

   增至 1    麂皮绒中染料的上

图   染料用量和织物上染料量之间的关系

ƒ    ΚΠΣ √∏

图   ΚΠΣ值与染料用量之间的关系

ƒ    ΚΠΣ √∏ 

染量直线上升 从 Π增加至1 Π但染料

质量分数达到    后 随着染料质量分数的

进一步提高其上染率提升趋于平缓 ∀由此说明分散

染料对麂皮绒织物染色的提升性很好 ∀由图 可

知 麂皮绒织物的 ΚΠΣ值也随染料量的增加而逐渐

增加 只是当染料的质量分数达到 1  后 ΚΠΣ

值的增加速度有所减缓 ∀

213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染色工艺
由于涤纶超细纤维的表面积比普通涤纶纤维大

很多 所以从染浴中吸附染料的速度也快得多 在低

温 ∗  ε 区就有较明显的上染 所以在低温

 ∗  ε 区域内就应严格控制升温速率 ∀另外

由于超细纤维的比表面积大 表面不光洁 吸附速率

比常规纤维高得多 而且麂皮绒织物的经纬向差异

大 从而导致匀染性差 ∀据文献≈介绍 在  ∗

 ε 区域内保温一定的时间有良好的匀染效果 ∀

另外 在升温过程中 染料上染的同时也进行着移

染 延长升温时间 虽然没有在某一温度保温 但在

升温过程中 染料上染的同时也进行着移染 因此减

慢升温速率 一方面可达到均匀吸附 另一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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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移染 均对匀染有利 ∀

由实验可知 麂皮绒织物在  ∗  ε 时 上

染率和 ΚΠΣ值最大 所以麂皮绒织物的最高温度为

 ∗  ε ∀同时 为了增加匀染和各项色牢度指

标 要保温一定的时间 ∀

在工艺和配方上要特别注意的是 适当降低

始染温度和控制上染速率 严格控制升温和降温

速率 控制高温保温时间以提高匀染性 加入适

量的高温分散匀染剂 以增加匀染性 加入适量的

浴中柔软剂 以防止产生褶皱 擦伤绒毛 为了增

加色牢度 要进行还原清洗 ∀

通过实验和分析 小花纹麂皮绒染色工艺配方

确定为 分散染料 ξ    螯合分散剂 Π匀

染剂 Π浴中柔软剂 Π用冰醋酸调节 值为

 醋酸钠 Π浴比Β ∀

214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还原清洗工艺
为了提高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染色牢度 还需

进行适当的还原清洗 ∀

还原清洗配方与工艺 加入 Π碳酸钠和 Π

净洗剂 以 ε Π升温到 ε 保温 然后以

 ε Π的降温速率降温到 ε 再用温水充分

清洗 ∀

染色工艺及还原清洗工艺曲线如图 所示 ∀

图   染色工艺及还原清洗工艺曲线

ƒ  ⁄ ∏√

215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染色牢度
按照 213确定的染色工艺对小花纹麂皮绒织物

进行染色处理及 214确定的还原清洗工艺进行清洗

后 测得织物的染色牢度见表  ! ∀从表中数据可

见 根据 213 染色工艺和 214 还原清洗工艺处理的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在水洗牢度 !升华牢度和摩擦色

牢度方面都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 ∀

表 1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耐水洗色牢度和耐升华色牢度

Ταβ .1  Φαστνεσστο ωασηινγ ανδ φαστνεσστο

συβλιµατιον οφ δοββψσυεδε

染料
耐水洗色牢度

褪色 棉沾色 涤沾色

耐升华色牢度

褪色
涤沾色

反面 正面

分散红 ∞2 ⁄     ∗   ∗  

分散黄 ∞2 ⁄     ∗   ∗  

分散青芒 ∞2 ⁄     ∗   ∗  

分散金黄 ∞2      ∗  

分散艳蓝 ∞2      ∗  

分散红 ∞2  ∗    ∗   ∗   ∗  

表 2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耐摩擦色牢度

Ταβ .2  Φαστνεσστο χροχκινγ οφ δοββψ συεδε

染料
经向 纬向

干 湿 干 湿

分散红 ∞2 ⁄  ∗   ∗   ∗   ∗ 

分散黄 ∞2 ⁄    

分散青芒 ∞2 ⁄  ∗   ∗   ∗   ∗ 

分散艳蓝 ∞2   ∗    ∗ 

3  结  论

小花纹麂皮绒织物的染色过程对温度的依赖

性很高 要适当降低始染温度并控制升温速率 最佳

的染色工艺为 在  ∗  ε 始染 然后缓慢升温至

 ε 染色 再缓慢升温至  ∗  ε 保温染

色 ∀

染色过程要加入适量的高温分散匀染剂和浴

中柔软剂 以增加匀染性 防止织物产生褶皱 擦伤

绒毛 影响织物风格 ∀

为了增加色牢度 必须进行还原清洗 适宜的

还原清洗液组成为  Π碳酸钠和 Π的净洗剂 

在 ε 还原清洗 ∀

按照最佳染色工艺进行染色 在还原清洗后 

织物能获得较高的染色牢度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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