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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ΤΤ与 ΠΕΤ纤维染色性能及机制

张玲玲 郑今欢 陈维国
浙江理工大学 材料与纺织学院 浙江 杭州  

摘  要  为了完善 °××纤维的染整加工理论 确保 °××纤维织物的染色质量 针对分散染料对 °×× !°∞× 聚酯纤维

染色差异问题 选用常用的中低温 !高温型 类分散染料分别对 °×× !°∞×织物染色 测试其在不同染色温度下及其

在同浴染色时的上染率 !ΚΠΣ值 !染色牢度 研究不同染料在 °×× !°∞×织物上的染色机制及最佳染色工艺 ∀结果表

明 °××与 °∞×纤维相比 °××纤维的染色性能更好 采用不同类型分散染料染色 °×× 的最佳染色温度不同 °×× !

°∞×纤维在  ∗  ε 同浴染色可得到异色或闪色效果 在  ∗  ε 同浴染色可获得同色效果 ∀

关键词  °××纤维 °∞×纤维 染色 机制

中图分类号 ×≥1    文献标识码     

∆ψεινγ βεηαϖιουρ ανδ µεχηανισµ οφ ΠΤΤ ανδ ΠΕΤ φιβερ

 ∞ ∏≤∞ • ∏

 Χολλεγε οφ Ματεριαλσ ανδ Τεξτιλεσ Ζηεϕιανγ Σχι2Τεχη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νγζηου  Ζηεϕιανγ    Χηινα

Αβστραχτ   ∏ °×× ∏∏ 

°×× √   °××

°∞× ∏  ∏2∏
ΚΠΣ √∏∏  √∏°××  °∞× 

×∏√∏°×× °∞× °×× 

¬ × ∏√ ∏

°×× ×2°×× °∞×    

 ε ∏2∏ °××  °∞×    

 ε 

Κεψ ωορδσ  °×× °∞×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基金项目 浙江省科技厅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

作者简介 张玲玲 )  女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纺织品染整技术等 ∀ ∞2¬  1 ∀

  °××是由  2丙二醇°⁄和对苯二甲酸聚合

而成的芳香族聚酯 与常规 °∞× 纤维相比 其玻璃

化温度低 ε 左右≈  
同样最适合用分散染料染

色 但是 °××的染色温度低以及染浴  值的灵活

性 不仅对纯 °××织物染色是有利的 而且对染 °××

交织 !混纺织物同样有利≈ ∀

在含 °××织物染色加工过程中 如何合理的设

计最佳染色工艺配方和条件 尚缺乏有效的理论指

导 需要研究分散染料对 °××纤维的染色性能 探讨

°×× 与 °∞× 纤维染色性能的差异性 ∀本文针对

°×× !°∞×织物 选择常用的中低温型 !高温型分散染

料在不同温度下进行染色 分析了分散染料对 种

不同纤维的染色性能 探讨了各自的最佳上染条件 

以期对含 °××纤维织物的染色生产实践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

1  试验部分

111  材  料
织物  °×× 舒塔绸 1¬Π ≅ 1¬Π 

根Π  ≅ 根Π °∞× 塔夫绸 1¬Π

 ≅ 1¬Π 根Π  ≅ 根Π  ∀



主要染料及助剂 分散红  !分散黄 ≥∞Π!分

散蓝 !分散大红 ≥Π   !分散橙 ≥Π

  !分散深蓝 ≥Π   ∀丙酮分析纯 !冰乙

酸分析纯 !氢氧化钠分析纯 !精练剂 ×等 ∀

112  仪  器
高温高压染样机  ≠2 !可见分光光度计 °≤ !

⁄测色配色仪≥ƒ÷ ∀

113  试验方法

11311  织物染色工艺

前处理工艺   Π!精练剂 ×  Π!烧碱

 Π!温度 ε !时间  !浴比Β ∀

织物染色工艺 染料     !匀染剂 Π!

冰乙酸1 Π!浴比Β ∀

织物皂洗工艺 净洗剂 Π!纯碱 Π!温

度 ε !时间  !浴比Β ∀

染色 !皂洗升温曲线如下 

11312  测试方法

织物表观颜色深度 ΚΠΣ值的测定 根据织物

厚度折叠不同层数 当织物对入射光的发射率 ΡΚ

不再随厚度变化时 就能满足 ∏) ∏方程 

测得可靠的织物表观颜色深度 ∀本文按织物厚度纯

°×× !°∞×织物各折叠 次 ∀将折好的织物对准测色

窗口进行测色 每个试样测 次 取平均值 ∀

上染率的测定 采用残液法测定上染率 吸取染

色残液1 于 容量瓶中 加丙酮至刻度 测

其吸光度≈ ∀

2  结果与讨论

211  染色温度对织物上染率的影响

由于 °×× !°∞×的玻璃化温度 Τ不同 °×× 为

 ∗  ε °∞× 为  ∗  ε ≈
染色实验选取中低

温和高温型各 种颜色的分散染料 确定染色保温

时间为 分别采取  ∗  ε 不同染色温度

对 °×× !°∞×织物进行染色 测其上染率变化及织物

ΚΠΣ值 比较 种纤维的染色性能 ∀

21111  中低温型分散染料染色

选用目前工厂常用的中低温型拼色染料分散黄

图   中低温型染料的温度与上染率曲线

ƒ  ×∏ 2∏∏√ 2

∏ ⁄ ≠ ≥∞Π

 ⁄ ⁄∏

≥∞Π!分散红  !分散蓝 分别对 °×× !°∞×织

物染色 测定其上染率及织物 ΚΠΣ值 结果见图 和

表  ∀
表 1  中低温型染料染色织物的 ΚΠΣ值

Ταβ .1  ΚΠΣ ϖαλυε οφ δψεδ φαβριχσ βψ µιδ2λοω τεµ περατυρε δψεσ

染色温

度Πε

分散黄 ≥∞Π 分散红  分散蓝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由图  !表  可以看出 在染色温度不超过

 ε 时 分散染料在 °×× 纤维上的上染率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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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纤维 分散染料染 °××纤维达到平衡上染

率的温度比染 °∞× 纤维的温度低  ∗  ε ∀因此

°××与 °∞×织物的最佳上染温度有显著差别 ∀低温

型分散红  !分散蓝 在 ε 时对 °×× 织物

的上染率及 ΚΠΣ值已基本达到最高值 中温型分散

黄 ≥∞Π在 ε 时对 °××织物的上染率及 ΚΠΣ值

已基本达到最高值 ∀当染色温度升至 ε 时 °∞×

织物上染率明显增加 而 °×× 织物上染率反而有所

下降 ∀因此 采用中低温型分散染料染色时 最佳染

色温度应控制在  ∗  ε 较合适 因而 °××织物

染色可采用常压无载体工艺 ∀

21112  高温型分散染料染色

选用高温型分散染料分散橙 ≥Π!分散大红

≥Π !分散深蓝 ≥Π分别对 °×× !°∞× 织物染色 测

其上染率及织物 ΚΠΣ值 结果见图 和表  ∀

图   高温型染料的温度与上染率曲线

ƒ  ×∏ 2∏∏√

∏ ⁄ ≥Π 

⁄ ≥Π ⁄⁄ ∏≥Π

由图  !表 可以看出 高温型分散染料对 °××

与 °∞×织物的最佳上染温度同样有显著差别 ∀分

散橙 ≥Π!分散大红 ≥Π 在  ∗  ε 时 对

°××织物的上染率及 ΚΠΣ值已基本达到最高值 分

散深蓝 ≥Π在 ε 时 对 °×× 织物的上染率及

ΚΠΣ值已基本达到最高值 ∀当染色温度继续升高至

 ε 时 °∞×织物上染率明显增加 而 °××织物上

染率反而有所下降 ∀因此 采用高温型分散染料对

°××织物染色时 最佳染色温度应控制在  ∗

 ε ∀

表 2  高温型染料染色织物的 ΚΠΣ值

Ταβ .2  ΚΠΣ ϖαλυε οφ δψεδ φαβριχσ βψ ηιγη τεµ περατυρε δψεσ

染色温

度Πε

分散橙 ≥Π 分散大红 ≥Π 分散深蓝 ≥Π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综合分析以上 类分散染料的染色结果可以看

出 类分散染料对 °×× 纤维的最佳上染温度虽有

所不同 但当染色温度达到 ε 以上时 上染率都

反而下降 这表明在  ∗  ε 的染浴中 °×× 纤

维的结构已经足够开放 能保证分散染料的充分吸

附和染着 而随着染色温度的继续提高 一方面由于

°××纤维大分子结构软段部分较 °∞× 长 内部微结

构发生变化更为明显 无定形及晶区之间的空隙尺

寸增大比 °∞×纤维快 染料在纤维和染液之间将寻

找新的平衡 另一方面从染色热的角度分析 温度的

提高不利于染色平衡向上染方向移动 因此已部分

进入 °××纤维的染料将重新向染液中扩散 导致上

染率反而有所下降≈ ∀

212  ΠΤΤ纤维和 ΠΕΤ纤维同浴染色分析

取等质量的 °×× !°∞× 织物进行同浴染色 !皂

洗 !水洗 !烫干后 测其 ΚΠΣ值 ∀结果见表  ∀由表可

知 °×× !°∞× 种纤维同浴染色时 由于分散染料对

它们的上染 !竞染速率不同 当染色温度为  ∗

 ε 时 ΚΠΣ值相差很大 同色平衡值即 ΚΠΣ值的

比值远大于  也就是可以控制 种纤维保持较大

的色深 而在  ∗  ε 时 ΚΠΣ值相差不大 同色

平衡值 [  ? 1 目测 种纤维的色光 !色调也非常

一致 可以获得同色效果 ∀用分散染料时 °×× !°∞×

复合或交织织物如果在  ∗  ε 染色可得到异

色或闪色染色效果 而要达到同色染色效果 染色温

度应控制在  ∗  ε 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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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ΠΤΤ !ΠΕΤ织物同浴染色 ΚΠΣ值

Ταβ .3  ΚΠΣ ϖαλυε οφ ΠΤΤ ανδ ΠΕΤ φαβριχσ ϖια ονε2βατη δψεινγ

染料名称
 ε  ε  ε  ε

°×× °∞× °×× °∞× °×× °∞× °×× °∞×

分散黄 ≥∞2 1 1 1 1 1 1 1 1

分散红  1 1 1 1 1 1 1 1

分散蓝  1 1 1 1 1 1 1 1

分散橙 ≥2 1 1 1 1 1 1 1 1

分散大红 ≥2 1 1 1 1 1 1 1 1

分散深蓝 ≥2 1 1 11 1 1 1 1

213  ΠΤΤ !ΠΕΤ织物染色牢度试验
取 °×× !°∞×织物用上述试验染料 Π分别

在适当的染色温度°××为  ! ε °∞×  ε 

下染色 !皂洗后 按 Π×  ) 5纺织品耐洗色

牢度实验方法6测其色牢度 结果见表  ∀
表 4  ΠΤΤ !ΠΕΤ织物染色牢度

Ταβ .4  Χολορφαστνεσσ οφ δψεδ ΠΤΤ ανδ ΠΕΤ φαβριχσ

名称

°××织物 °∞×织物

 ε  ε  ε

原样

褪色

棉布

沾色

原样

褪色

棉布

沾色

原样

褪色

棉布

沾色

分散黄 ≥∞2  ∗   ∗   ∗   ∗   ∗   ∗ 

分散红   ∗    ∗   ∗   ∗   ∗ 

分散蓝   ∗    ∗   ∗   ∗  

分散橙 ≥2  ∗   ∗   ∗   ∗   ∗   ∗ 

分散大红 ≥2  ∗   ∗   ∗   ∗   ∗  

分散深蓝 ≥2  ∗   ∗   ∗   ∗   ∗  

  由表 可知 °×× 织物在  ! ε 染色后各

项耐洗色牢度均在 级以上 与分散染料染 °∞×一

样 具有较高的耐洗色牢度 完全符合服装面料对耐

洗色牢度的要求 ∀

3  结  论

与 °∞×纤维相比 °××纤维的染色性能更好 ∀

采用中低温型分散染料对 °×× 织物染色时 可应用

无载体常压沸染工艺得到较深的色泽 采用高温型

分散染料对 °××织物进行染色时 最佳染色温度控

制在  ∗  ε 时较为合理 ∀

用分散染料 °×× !°∞×复合或交织织物在 

∗  ε 染色可得到异色或闪色染色效果 而在 

∗  ε 染色则可获得同色染色效果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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