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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易染聚酯纤维的碱减量处理

吴建华
浙江轻纺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摘  要  介绍了染色改性的聚酯纤维∞≤⁄°的碱减量 ∀对碱处理时碱浓度 !浴比 !处理温度及时间等因素与减量

率的变化关系进行了讨论 并指出了减量率对 ∞≤⁄°纤维的分子量 !单丝强力以及阳离子染料的上染率的影响 ∀结

果表明 ∞≤⁄°在进行碱减量处理时 减量率较常规涤纶纤维 ƒ⁄≠ 显著增加 减量率增加 纤维强度呈线性下降 

∞≤⁄°纤维较常规涤纶 ƒ⁄≠ 下降的幅度更大 且 ∞≤⁄°纤维分子量急剧下降 减量率增加 影响了阳离子染料对

∞≤⁄°纤维的上染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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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涤纶仿真丝绸除具有蚕丝般的手感 !光泽柔和 !

悬垂性好等特点外 还具有防缩抗皱 !免烫易洗等真

丝绸所不及的优点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目前国内批

量生产的涤纶仿真丝一般尚属于国际上的第一 !二

代产品 因此在印染后整理过程中仍需进行碱减量

处理 ∀阳离子染料常压可染型聚酯纤维∞≤⁄°是

一种染色改性的涤纶纤维 已被应用于涤纶仿真丝

产品的开发 ∞≤⁄°纤维是在 °∞× 的聚合过程中加

入第三组分≥°与第四组分°∞而制得的 其

化学组成和超分子结构与常规涤纶纤维°∞×不

同≈
在碱减量过程中 碱水解速率比 °∞× 纤维快 

反应难于控制 当减量率达到改善纤维手感的同时 

纤维的强度下降较大≈ ∀因此 进行 ∞≤⁄°纤维碱

减量处理的研究与探讨 对于开发改性涤纶纤维的

仿真丝产品具有一定的意义 ∀

1  试验部分

111  试验材料与仪器

宁波达理集团生产的  ¬Π  ∞≤⁄°高速

纺长丝  ¬Π 涤纶 ƒ⁄≠ ∀ 2高温高压

染色小样机 型光栅分光光度计 ≠2 型单

纤维电子强力仪 乌氏粘度计等 ∀

112  碱减量处理工艺流程

纤维 ψ精练 ψ水洗 ψ烘干称重 ψ碱处理 ψ水洗

ψ烘干称重 ∀

113  染  色

∞≤⁄°纤维经碱减量处理后 在阳离子染料浓度

为    的染浴中 用 2调节染浴的

值在 1 浴比为 Β 用控温染色法≈对 ∞≤⁄°

纤维进行染色 ∀



114  试验结果测试

    减量率  测定碱减量处理前后纤维的质量 

并根据式计算实际减量率 

实际减量率    ≈ Ω  ΩΠΩ ≅    

式中 Ω 为减量处理前纤维的质量 Ω 为减量处

理后纤维的质量 ∀

    上染率  用 型光栅分光光度计测定染

色前后染液的光密度值 用式计算上染率 

上染率    ≈Α  ΑΠΑ ≅   

式中 Α 为染色前染液的光密度值 Α 为染色后残

液的光密度值 ∀

    纤维分子量  采用粘度法测定纤维的平均

分子量 将纤维溶解于苯酚Π四氯一烷质量比为

Β 制成  Π的高分子溶液 用乌氏粘度计测定

溶液的粘度 换算成特性粘度≈ Γ后 用式计算

纤维分子量 

≈ Γ  1 ≅ 
 ΜΓ

1


    纤维强度  用 型纤维电子强力仪直接

测定 ∀

2  结果与讨论

211  碱减量工艺参数对减量率的影响

    碱浓度  将 ∞≤⁄°与涤纶 ƒ⁄≠ 种纤维在

浴比为 Β 温度为  ε 的不同浓度的碱溶液中处

理  测得减量率随碱浓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所示 ∀

图 1  减量率随碱浓度的变化

  从图 看出 随着碱浓度的增高 聚酯的水解反

应加快 种纤维的减量率上升 尤其是 ∞≤⁄°升幅

更大 ∀这是由于 ∞≤⁄°中第三组分≥°与第四组

分°∞的存在 破坏了 °∞×大分子的结构规整性 

使纤维结晶度下降 微隙增大≈
从而增加了碱对纤

维大分子的可及度 加快了水解反应的速度 ∀

    浴  比  在温度为  ε 时取  Π 

采用不同的浴比 对 种纤维处理  得到减量

率与浴比的关系如图 所示 ∀

由图 可知 随浴比增加 水解反应速度加快 

图 2  减量率随浴比的变化

对∞≤⁄°而言 浴比对水解反应速度的敏感性更强 

因此 在对以∞≤⁄°纤维为原料的织物进行碱减量加

工时 要严格地控制浴比 ∀

    温  度  在  Π 浴比为 Β的处

理浴中 将试样在不同的温度下处理  结果见

图  ∀

图 3  减量率随碱处理温度的变化

从图 看出 温度可以加快碱对纤维的水解反

应速度 在相同的温度下 ∞≤⁄°纤维较常规 °∞×水

解程度要大 ∀可以解释为 由于 ∞≤⁄°较常规 °∞×

结构疏松 大分子柔顺性大 在碱处理浴中 ∞≤⁄°大

分子运动平均强度较大 与碱接触机会多 导致

∞≤⁄°与碱的水解反应较常规 °∞×更为剧烈 ∀

    时  间  在温度为  ε  Π 浴比

为 Β的处理浴中 测得试样在不同时间的减量率

如图 所示 ∀

图 4  减量率随碱处理时间的变化

随着碱处理时间的延长 减量率上升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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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曲线变得比较平缓 ∀有资料显示≈
∞≤⁄°纤维

在碱处理时 大分子上的磺酸基会脱落 处理时间越

长 磺酸基相对含量越来越少 而磺酸基的存在是

∞≤⁄°耐碱性差的重要因素之一 ∀

212  减量率与纤维的强度损失

减量率与纤维的强度损失的关系如图 所示 

由图 看出 种纤维的强度随减量率上升呈线性

下降趋势 但 条直线的斜率不同 ∞≤⁄°较常规涤

纶 ƒ⁄≠ 在相同减量率时强度下降的幅度更大 这一

点在 ∞≤⁄°的碱减量加工时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

图 5  纤维强度随减量率的变化

213  减量率与 ΕΧ∆Π的分子量

用粘度法对不同减量率的 ∞≤⁄°纤维进行分子

量测定 结果如图 所示 ∀随着减量率上升 ∞≤⁄°

分子量迅速下降 ∀这说明 当 ∞≤⁄°纤维用 处

理时 发生化学降解的程度较大 ∀

图 6  ∞≤⁄°分子量随减量率的变化

214  减量率与 ΕΧ∆Π纤维的上染率

在 2型高温高压染色机中 用阳离子染

料对 ∞≤⁄°纤维进行染色 测得减量率与上染率的

关系如图 所示 ∀从图 可看出 减量率增加 染料

对纤维的上染率下降 这可以从减量率上升纤维中

   

磺酸基团含量减少来进行解释 ∀必须指出 种阳

离子染料对 ∞≤⁄°纤维的上染率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 这与它们的染色饱和值是相对应的≈ ∀

图 7  上染率随减量率的变化

3  结  论

∞≤⁄°纤维中的第三组分≥°与第四组分

°∞改变了涤纶的化学组成和超分子结构 使纤

维的结晶度下降 微隙增大 在进行碱减量处理时 

碱对纤维的可及度较常规涤纶增大 ∀在相同的碱浓

度 !浴比 !处理温度与时间等工艺条件下 减量率较

常规涤纶纤维显著增加 ∀

减量率增加 纤维强度呈线性下降 在纤维线

密度相同的条件时 ∞≤⁄°纤维较常规涤纶 ƒ⁄≠ 下

降的幅度更大 ∀

减量率增加 导致 ∞≤⁄°纤维化学降解程度

增大 纤维分子量急剧下降 在实际进行的碱减量加

工中 要严格控制减量率 以免影响织物的服用

性能 ∀

减量率增加 ∞≤⁄°大分子中的磺酸基含量减

少 纤维中染座减少 从而影响了阳离子染料对

∞≤⁄°纤维的上染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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