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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复合织物染色技术的研究进展

瞿永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合肥  

摘  要  针对蚕丝复合织物各组分纤维的特点 综述了近年来有关蚕丝Π棉 !蚕丝Π麻 !蚕丝Π羊毛 !蚕丝Π涤纶 !蚕丝Π

氨纶 !蚕丝Π大豆蛋白复合纤维 !蚕丝Π竹纤维等蚕丝复合织物使用的染料种类 !染色方法的选择及在生产中的注意

事项 以期全面反映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对实际生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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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永 )  女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型纺织品织物 ∀ ∞2   ∀

  蚕丝作为天然蛋白质纤维 具有优良的光泽性 !

吸湿性和皮肤保健性等 但也存在着弹性差 易折

皱 易泛黄 难洗涤保养 身骨差 价格高等缺

点≈   ∀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纺织品要求

的日益提高 蚕丝复合织物因其集多种纤维的优点

于一体 产品风格独特 已成为开发高品质纺织品的

有效途径 也是蚕丝制品扩大其应用范畴的重要手

段 ∀由于蚕丝与其他纤维的染色性能不同 给蚕丝

复合织物的染色技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本文对蚕

丝与其他纤维复合织物的染色技术进行了综述 以

期为蚕丝复合织物的染色工艺提供有益的参考 ∀

1  蚕丝与天然纤维复合织物的染色

111  蚕丝Π棉复合织物
活性染料的活性基能与棉纤维的伯醇羟基 !蚕

丝纤维的氨基等反应 而且是唯一一类能与蚕丝纤

维以共价键结合的染料≈  
可使蚕丝Π棉复合织物

获得良好的耐洗牢度和耐摩擦牢度≈  
但用活性

染料对蚕丝Π棉复合织物染色时 通常存在着蚕丝上

染率低 !复合织物同色性差的缺点≈   ∀文献≈通

过蚕丝Π棉复合织物在不同 值 !盐量 !碱量和温度

等工艺条件下的染色试验表明 随着固色起始值

的降低 蚕丝纤维相对于棉纤维在同等条件下的固

着率增大 从而提高了蚕丝纤维与棉纤维的同色性 

在酸性条件下 中性盐如元明粉等对活性染料上

染蚕丝的促染作用大于对棉的促染作用 故可适当

增加中性盐的用量 碱剂用量增加不利于染料对蚕

丝纤维的固着 故宜选用低碱剂用量 ∀

112  蚕丝Π麻复合织物
麻纤维可以用直接 !活性 !碱性 !不溶性偶氮 !还

原性等染料染色 ∀蚕丝可用弱酸性 !中性 !直接 !活

性等染料染色≈ ∀直接染料色牢度和鲜艳度差 且

有些属于禁用染料 而活性染料与蚕丝纤维中的氨

基 ) 和酚羟基 !麻纤维中的羟基 ) 均可

形成较牢固的共价键 故对蚕丝Π麻复合织物选用活



性染料较好 ∀麻纤维结构紧密 结晶度 !取向度高 

拒水性强 拉伸度小 染液难以渗透到纤维内部 ∀此

外 目前大都采用化学脱胶方法处理原麻 使麻纤维

受强氧化作用形成氧化纤维素 影响了麻纤维的染

色性能≈ ∀文献≈研究表明 采用双活性基染料

和多活性基染料对蚕丝Π麻复合织物染色 染料的亲

和力和固色率都较高 其汗渍 !皂洗 !日晒牢度都较

好 但也存在着蚕丝得色较浅 与麻纤维易产生色差

的缺点 ∀曾有文献报道 色差程度与染料品种 !染液

值 !促染剂用量 !固色碱剂用量和固色温度等因

素有关≈
染液 值为  ∗ 时 蚕丝和麻的同色性

较好≈ ∀其他因素对蚕丝Π麻复合织物染色同色性

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

113  蚕丝Π羊毛复合织物
蚕丝和羊毛同属蛋白质纤维 但他们的化学组

成和物理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别 ∀羊毛纤维和蚕丝纤

维分子中都含有氨基 !羧基 !羟基等极性基团 都可

以用酸性 !金属络合 !中性 !活性 !直接等染料染

色≈ ∀但由于他们的极性氨基酸含量 !结晶度和取

向度不同 同浴染色时吸收染料性能有很大的差别 ∀

羊毛纤维中酸性 !碱性和极性氨基酸含量多 化学反

应性较蚕丝活泼 染料在羊毛上的得色会高于蚕丝 ∀

因此 染色时应尽量减少染料在羊毛纤维上的上染 

或增加在蚕丝纤维上的上染 ∀采用直接 !酸性 !中性

和棉用活性四大类染料对蚕丝Π羊毛复合织物的染

色性能进行研究 发现织物染色时采用中性染料同

色性最好 酸性染料次之 直接染料较差 活性染料

最差≈ ∀

除染料种类对蚕丝Π羊毛复合织物染色同色性

有影响外 染色温度的影响也较大 ∀由于羊毛纤维

表面的鳞片层较紧密 低温时不易膨化 故低温时蚕

丝的上染率较高 在  ∗  ε 时蚕丝和羊毛的同色

性最好 温度继续升高 羊毛的上染率会高于蚕丝 

当染色温度接近 ε 沸染时 蚕丝和羊毛的同

色性变差≈ ∀

2  蚕丝与合成纤维复合织物的染色

211  蚕丝Π涤纶复合织物
蚕丝Π涤纶复合织物染两色时一般采用分散Π酸

性染料二浴二步染色法 即分散染料高温染涤纶组

分 常温下再套染蚕丝组分 ∀由于分散染料对蚕丝Π

涤纶复合织物中蚕丝组分会造成沾色 从而增加了

配色难度≈ ∀通过选用偶氮苯类 !蒽醌类和杂环类

分散染料对蚕丝Π涤纶复合织物进行染色试验表明 

造成蚕丝沾色的根本原因是分散染料对蚕丝组分的

亲和性≈ ∀偶氮苯和杂环结构的分散染料对蚕丝

的沾色较大 蒽醌染料对蚕丝的沾色较小 ∀文献

≈研究发现 选用对蚕丝沾色少的分散染料对涤

纶染色后 通过脱胶保白即去除蚕丝组分中的剩余

丝胶 可达到蚕丝组分留白 可解决蚕丝Π涤纶复合

织物只局限于涤纶染浅色 !蚕丝染深色的问题 ∀脱

胶保白后的蚕丝彩度较小 !白度较高 但是用有些分

散染料如分散棕 !分散灰 ∞2÷染色后的沾

色不易去除≈  
这也是目前需要进一步解决的

问题 ∀

文献≈选用对蚕丝沾色低和碱可洗性好的分

散染料及 !√¬ ∞2和  型活性染料对蚕

丝Π涤纶复合织物进行一浴法染色试验 ∀始染时同

时加入分散和活性染料 先用分散染料高温 ∗

 ε 染涤纶 此时活性染料部分固着于蚕丝上 

再降温至 ε 加碱 使活性染料进一步在蚕丝上固

着 ∀此方法缩短了工艺流程 织物染色牢度好 ∀由

于蚕丝Π涤纶复合织物染涤纶组分时是高温入染 蚕

丝强力会有所降低 因此染色温度要严格控制 ∀

212  蚕丝Π氨纶复合织物
氨纶的分子结构与蚕丝的分子结构有相似性 

且蚕丝和氨纶对同种染料都具有亲和力 只是染色

深度不同 ∀用常规的蚕丝染色工艺对蚕丝Π氨纶复

合织物进行染色 大部分弱酸性染料对氨纶丝有少

量沾色 大部分中性染料对氨纶可均匀上色 皂洗牢

度良好 大部分直接染料对氨纶丝不上色≈ ∀由此

可见 蚕丝Π氨纶复合织物染同色时宜采用中性染

料 ∀选择合适的工艺流程和工艺条件 可以达到预

期的染色效果 ∀

分散染料对氨纶具有较好的上染性能≈ ∀蚕

丝Π氨纶复合织物在染氨纶组分时可以考虑用分散

染料 ∀但由于氨纶的玻璃化温度低 而分散染料在

低温时溶解性能差 上染速率慢 会产生上染率低和

染色不透的现象 ∀文献≈研制了一种新型染色助

剂 可以对氨纶分散染料低温染色起增溶和载体作

用 从而提高上染率 ∀

3  蚕丝与再生纤维复合织物的染色

311  蚕丝Π大豆蛋白复合纤维织物
大豆蛋白复合纤维细度小 手感轻柔滑爽 酷似

羊绒 ∀大豆蛋白复合纤维自 年试纺成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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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其染色技术的报道很少 ∀因大豆蛋白复合纤维

耐热性较差 在 ε 时容易泛黄≈
且有纤维变

性 手感变硬等现象 故染色时应严格控制温度不超

过 ε ∀文献≈通过选用中性 !直接 !分散 !弱酸

性 !活性染料对蚕丝Π大豆蛋白复合纤维织物进行染

色 试验结果表明 中性染料因染料分子大 匀染性

和移染性较差 染色后染料遮盖性差 特别对复合织

物更加明显 很难达到同色效果 ∀直接染料水洗牢

度较差 通常不采用 ∀低温型分散染料色谱太少 且

不易染深色 ∀用筛选的活性染料和弱酸性染料染

色 能获得较理想的染色效果 ∀活性染料中又以棉

用活性染料对大豆蛋白复合纤维的染色性能更

佳≈ ∀值得注意的是 用弱酸性染料时大豆蛋白复

合纤维的得色率不如蚕丝≈ 
故染浅色应以弱酸

性为主 染中 !深色可用活性染料染色≈ ∀另外 由

于活性染料在高温时易造成织物染花或不匀 故应

采用低温染色 同时由于低温上染速率缓慢 要适当

延长染色时间≈ ∀

312  蚕丝Π竹纤维复合织物
竹纤维为再生纤维素纤维 具有多孔隙网状结

构 在水中迅速膨胀 使活性染料能快速吸附于竹纤

维 并迅速扩散 故初染率高 半染时间较短 ∀活性

染料与竹纤维之间以氢键 !范德华力形成多层物理

吸附 因此竹纤维上染率较高≈ ∀竹纤维宜用活性

染料 !直接染料染色 而桑蚕丝一般用酸性染料染

色 ∀蚕丝Π竹纤维复合织物可采用 种染料进行同

浴染色 ∀由于竹纤维对酸 !碱都比较敏感 如染色不

当 会造成手感发硬 表面无光泽 失去良好的悬垂

性 所以在染色时应注意酸碱的用量 ∀

4  结  语

蚕丝复合织物因其具有多种纤维的特点 织物

风格独特 已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蚕丝复合织物

的染色工艺要综合考虑各组分纤维的性质才能获得

良好的染色效果 ∀当前关于蚕丝复合织物染色工艺

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组分相同的蚕丝复合织物由于

各组分含量的不同 其染色技术也不同 ∀这些都是

今后需要研究的内容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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