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纺  织  学  报
∏×¬ 

∂  

⁄ 

文章编号 222

聚合方式对 Π(Αµ2χο2ς Αχ)浆料性能的影响

柴燕 祝志峰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安徽 芜湖  

摘  要  以分散聚合和乳液聚合 种聚合方式分别合成 °2χο2∂ 浆料 通过性能对比实验 研究这 种聚合

方式对浆液的黏度 !黏附性能以及浆膜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通过乳液聚合方式制备的 °2χο2∂ 浆料大部

分性能较好 其对纤维的黏附性能优于分散聚合型 浆膜的断裂强度 !断裂伸长率及水溶性好于分散聚合型 浆膜

吸湿性与之相似 乳液聚合方式有利于提高该类浆料的使用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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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χο2∂ 浆料属于聚丙烯酸类浆料中的

一种 是将丙烯酰胺与醋酸乙烯酯 种单体按一定

比例进行共聚合反应而制成的 因而也常称之为

∂ 浆料 ∀它对合成纤维有良好的黏附性 吸湿性

介于 °∂ 与聚丙烯酰胺之间 不易产生再黏现象 

主要用于纯棉和涤Π棉混纺经纱的上浆≈ ∀该浆料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 °∂ 浆料组分 减少退浆废

水中 °∂ 组分对环境的污染 ∀

目前 °2χο2∂ 浆料的制备方法主要有乳

液聚合法与分散聚合法 而这  种聚合方法在

°2χο2∂ 浆料的生产过程中均有采用 ∀经纱

上浆的生产实践表明 不同聚合方法制备的

°2χο2∂ 浆料的上浆性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因此 聚合方式与浆料性能有密切的关系 ∀尽管目

前对 °2χο2∂ 浆料的性能有一定的研究 然而

对不同聚合方法所合成的°2χο2∂ 浆料之间

的性能差异认识不够深入 ∀本文分别以分散聚合和

乳液聚合 种聚合方式制备°2χο2∂ 浆料 通

过对比实验 研究分散聚合法和乳液聚合法对

°2χο2∂ 浆液黏度 !黏附性能以及浆膜性能的

影响 旨在为°2χο2∂ 浆料的研究 !生产和使

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1  试验部分

111  材  料

醋酸乙烯酯和过硫酸钾为分析纯试剂 丙烯酰

胺 !°∂ 2 !°∂ 2 !°2 !十二烷基硫酸钠



≥⁄≥均为化学纯试剂 ∀

纯棉粗纱和涤Π棉混纺粗纱由芜湖裕中棉纺织

厂提供 ∀纯棉粗纱线密度为¬捻系数为  

棉纤维为  ¬ ≅    涤Π棉混纺粗纱的混

纺比为Π 线密度为¬捻系数为 1 其中

棉纤 维 为   ¬ ≅    涤 纶 纤 维 为

  ¬≅  ∀

112  Π(Αµ2χο2ς Αχ)浆料的合成
在装有搅拌装置 !冷凝管 !滴液漏斗和温度计的

四口烧瓶中加入一定量的水和分散剂及乳化剂 

搅拌溶解均匀 加入打底的混合单体 在搅拌条件下

升温至 ε 后 加入部分引发剂引发聚合反应 ∀反

应一段时间后 滴加剩余的单体和引发剂 控制滴加

速度以免使反应温度过高引起暴聚 ∀单体滴加完成

后再补加一定量的引发剂 继续保温搅拌 冷却

到 ε 后出料 ∀

113  性能测试

113 .1  单体转化率

单体转化率是指转化成聚合物的单体占单体总

质量的比率 通过测定反应产物中残留单体的含量

来计算单体转化率 ∀利用溴酸钾和溴化钾在酸性介

质中反应而生成的单质溴 与残留单体的双键起加

成反应 过量的溴再与碘化钾反应 最后以硫代硫酸

钠滴定过量的碘 ∀具体试验操作及计算参见

文献≈ ∀

113 .2  浆液黏度

在室温下采用⁄2型旋转黏度计测定 °2

χο2∂ 试样的黏度 浆液质量分数为   ∀试验操

作参见文献≈ ∀

113 .3  黏附性能

将粗纱绕在一个特制的铝合金框架上 在质量

分数为   的浆液中浸渍 挂起自然晾干≈ ∀

然后在 ≠型电子织物强力仪上测试轻浆粗纱

条的最大强力 Ρ和断裂功 Ω ∀测试条件 拉伸

速度为 Π试样夹头距离为  有效试

样的样本容量为  ∀

113 .4  浆膜性能

将浆膜裁成  ≅  条状试样 采用

⁄电子单纱强力仪测试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

率 样本容量为  ∀以 ≠型耐磨仪测定浆膜的

耐磨性能 测试条件 张力为  摩擦次数为

 
≈ ∀

浆膜断裂强度的计算公式为

Θ 
Π
δκ

式中 Θ为浆膜的断裂强度 Π
Π为浆膜的平

均断裂强力  δ 为浆膜的平均厚度  κ为浆

膜的宽度 ∀

磨耗的计算公式为

Η 
Γ  Γ

Σ

式中 Η为磨耗 Π
Γ 为试验前浆膜质量 

Γ 为试验后浆膜质量 Σ为作用面积 
 ∀

2  结果与讨论

211  对聚合物浆液黏度的影响

所合成的 °2χο2∂ 浆料试样的特性指标

如表 所示 ∀可见 聚合方式对 °2χο2∂ 浆料
的含固率及黏度的影响不大 ∀

表 1  Π(Αµ2 χο2ς Αχ)浆料试样的特性指标

Ταβ .1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 ινδεξ οφ Π(Αµ2 χο2ς Αχ) σιζεσ

聚合

方式

表面活性剂  

种类  

含固率Π



黏度Π

°#

转化率Π


产品外观

分散 °∂        乳白色黏稠状

聚合 °∂        乳白色黏稠状

乳液 °∂ 和 °2       乳白色黏稠状

聚合 °∂ 和 ≥⁄≥       乳白色黏稠状

212  对浆液黏附性能的影响

聚合方式对浆液黏附性能的影响见表  ∀可见

乳液聚合型 °2χο2∂ 浆液对纯棉及涤Π棉混纺

纤维的黏附性能要优于以分散聚合方法制备的

°2χο2∂  ∀此外 对于乳液聚合方式而言 在聚

合过程当中使用离子型乳化剂 有利于进一步改善

°2χο2∂ 浆料的黏附性能 ∀

表 2  Π(Αµ2 χο2ς Αχ)浆料对纤维的黏附性能

Ταβ .2  Αδηεσιον οφ Π(Αµ2 χο2ς Αχ) σιζεσ ον φιβερσ

聚合

方式

表面活性剂

种类

纯棉 涤Π棉

ΡΠ ΩΠ ΡΠ ΩΠ

分散 °∂         

聚合 °∂         

乳液 °∂ 和 °2        

聚合 °∂ 和 ≥⁄≥        

  在丙烯酰胺与醋酸乙烯酯的共聚合反应中 

°∂ 是一种良好的分散剂和稳定剂 其作用是防止

乳胶粒子相互黏连 以保护胶体 ∀仅当使用 °∂ 组

分时 聚合反应属于分散聚合 反应场所在单体液滴

的内部 如果聚合反应中加入乳化剂后 就会在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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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形成大量胶束 使聚合反应主要发生在胶束

内部 因而反应是按乳液聚合方式进行的 ∀由于胶

束比单体夜滴小得多 致使其产物中的乳胶粒子远

小于分散聚合 ∀显而易见 粒径小有利于浆液在纤

维表面的均匀润湿和铺展 减少润湿和铺展不良 减

少界面缺陷发生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 在界面缺陷

处通常都会导致应力集中的发生 当局部应力超过

局部强度时 就会产生银纹和裂纹 而裂纹的扩展通

常都是黏合断裂的直接原因 因此 减少界面缺陷的

产生就减少了应力集中 提高了黏合强度 ∀其次 棉

纤维表面所存在的蜡质降低了纤维的表面吸附能 

妨碍了浆液对纤维的润湿和铺展 影响了纤维对浆

料大分子的吸附 ∀浆液中存在的乳化剂 显然使浆

液对棉蜡具有一定的洗涤功能 能够除去或部分除

去棉纤维表面的棉蜡 这也有利于黏附性能的提

高≈ ∀乳化剂在这种黏合过程中具有双重作用 既

有清除棉蜡之有利的一面 也有吸附在纤维表面并

阻碍浆料分子与纤维接近之不利的一面 对此应予

以充分重视 ∀

213  对浆膜性能的影响
聚合方式对浆膜的性能影响见表  ∀显然 乳

液聚合型产物的浆膜断裂伸长率和断裂强度优于分

散聚合产物的浆膜性能 水溶性好 浆膜吸湿性相

似 但磨耗较大 ∀
表 3  Π(Αµ2 χο2ς Αχ)浆膜性能

Ταβ .3  Φιλµ βεηαϖιορσ οφ Π(Αµ2 χο2ς Αχ) σιζεσ

聚合方式 表面活性剂种类 断裂伸长率Π 断裂强度Π# 水溶时间Π 磨耗Π# 吸湿率Π

分散聚合
°∂ 

°∂ 

 

 

 

 

 

 

 

 

 

 

乳液聚合
°∂ 和 °2
°∂ 和 ≥⁄≥

 

 

 

 

 

 

 

 

 

 

  乳液聚合型产物中的乳胶粒子小 在成膜过程

中有利于形成均匀连续的浆膜 ∀根据高分子物质的

成膜机制 粒径小则毛细管压强大 促使颗粒聚集的

力高≈
有利于乳胶粒子之间接触面上大分子链段

的扩散和界面的消失 提高成膜能力和浆膜性能 所

以浆膜的断裂强度高 断裂伸长率大 ∀

分散聚合产物颗粒较大 浆膜粗糙且均匀性差 

较大的颗粒在水中分散难 所以形成的浆膜水溶性

差 浆膜的水溶解时间长 ∀

当浆膜受到摩擦时 浆膜表面聚集着较大的能

量密度 摩擦发热或浆膜受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

大分子长链断裂≈
致使表层物质破坏而脱落 产生

磨损 ∀由于分散聚合产物颗粒较大 对磨损的承受

能力强 所以浆膜的耐磨性能比较好 ∀

3  结  论

聚合方式对 °2χο2∂ 浆料的使用性能

有显著影响 ∀

乳液聚合型 °2χο2∂ 浆料对纤维的黏

   

附性能优于分散聚合型 浆膜的断裂强度高 断裂伸

长率大 水溶性好 浆膜吸湿性相似 但磨耗较大 ∀

乳液聚合型 °2χο2∂ 浆料的大部分性

能较好 按照乳液聚合的方式进行生产有利于提高

使用性能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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