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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色工艺对紫羊绒染色性能的影响

魏玉娟 王俊杰
河北科技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河北 石家庄  

摘  要  为了提高脱色紫羊绒的染色质量 探讨了漂白工艺因素对脱色紫羊绒染色性能的影响 ∀分别研究了原绒

的色泽 !白度值 助剂 ≥≥ 去铁处理等因素对羊绒上染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随着纤维白度值的升高 脱色紫羊绒

的染色平衡上染率降低 漂白对酸性染料 !活性染料 !媒介染料的上染率都有影响 漂白后各种染料的上染率都降

低 对于媒介染料染色的上染率 残留的亚铁离子在染色过程中会与铬离子竞争与染料反应 脱色紫羊绒对染色条

件更加敏感 匀染性下降 可采取低温染色工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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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山羊绒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其中

最为珍贵的白绒仅占 Π左右 紫绒约占 Π ∀紫绒

是黑山羊所产的绒 有深紫色和紫色 ∀紫绒中含极

少量的白绒 !青绒和红绒 ∀由于紫羊绒自身带有较

深的颜色 加工成的纺织品只能是天然色或较深的

颜色 所以其应用受到限制 因此 对紫绒进行合理

的漂白染色以得到各种花色鲜艳的纺织品是非常必

要的 ∀

脱色绒是用化学方法将青绒或紫绒纤维中的色

素褪去而得到的一种绒 ∀虽然脱色绒外观已与白绒

接近 但纤维受到一定损伤 鳞片残损 其染色效果

与白绒有很大差异 ∀脱色绒的上染速度明显快于白

绒 且易染花 ∀脱色工艺直接影响脱色绒的染色性

能 因此 本文探讨脱色工艺中各因素对脱色绒染色

性能的影响 如原紫绒颜色的深浅 !白度值 助剂 去

铁处理等因素对羊绒染色的影响 ∀

1  实  验

111  材  料
试样 紫羊绒 ∀

黄  蓝  红  媒介

宝蓝 酸性普拉红 元明粉 渗透剂 冰醋酸 氨

水 蚁酸 十二烷基硫酸钠≥≥ ∀



112  仪  器

2恒温水浴锅 • ≥2 白度仪 型分光

光度计 ° 电子天平等 ∀

113  性能测试

11311  白度测试

使用白度仪测试未脱色原样及脱色后羊绒的白

度值 ∀测量时将羊绒纤维样品整理成均匀的相当厚

且基本压实的表面 在白度仪上检测反射光强 ∀每

个试样测 个不同位置后取其平均值 ∀

11312  上染率的测定

采用 型分光光度计测吸光度 ∀采用残液

法 按 Ετ    ΑιΑο ≅   计算 其中 Αι 为染

色残液的吸光值 Αο 为染色前染液的吸光值
≈ ∀

114  实验方法

11411  工艺流程

预处理 ψ氧化漂白 ψ水洗 ψ去铁处理 ψ水洗 ψ

染色 ψ固色 ψ中和水洗 ψ水洗 ψ干燥 ∀

11412  染色工艺

采用酸性染料 !活性染料 !酸性媒介染料分别对

脱色绒进行低温或沸染染色≈ ∀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1  原绒色泽深浅对染色性能的影响

原绒色泽不同 相同漂白工艺处理后的白度明

显不同 ∀为了对其染色性能进行研究 选择酸性染

料进行染色 分别比较了原绒和脱色绒应用酸性染

料普拉红 染色的上染特性 ∀图 示出浅色和深色

绒脱色后的上染曲线 ∀

对比图  !可见 浅色紫羊绒与深色紫羊

绒经漂白再染色 与相应的原紫羊绒相比 上染率变

化规律不同 ∀浅色紫绒漂白后平衡上染率降低 深

色紫绒漂白后平衡上染率升高 说明漂白工艺对浅

色紫羊绒上染率的影响比对深色紫羊绒的影响更

大 ∀浅色紫羊绒比深色紫羊绒易获得良好的白度 

表明双氧水对浅色紫羊绒上的色素物质氧化作用充

分 对蛋白质纤维分子间力有一定的拆散作用 浅色

紫羊绒受氧化剂氧化而产生更多的负电荷 阻碍酸

性染料上染 造成上染率有所下降 ∀由图 的上

染曲线可以看出 经过氧化漂白的纤维上染速率更

快 这是因为脱色绒有更多的空穴和自由体积 分子

间作用力的下降也提供了更多的极性基团≈
而且

阻碍染料上染纤维表面的脂类物质的减少 使纤维

图   浅色绒和深色绒脱色后染色上染曲线

ƒ  ⁄∏√2

2 

润湿渗透性提高 染料更容易扩散进入纤维内部 ∀

由于脱色绒在升温过程中的上染速率较原绒快 使

染色匀染性下降 ∀

212  白度值对染色性能的影响
表 示出羊绒白度值对平衡上染率的影响 ∀可

以看出 随着纤维白度值的升高 平衡上染率降低 

当白度为 1 左右时 白度对上染率的影响不再明

显 ∀
染样白度值为 1  比 

染样白度值为

1  的平衡上染率下降不大 考虑到漂白条件越

激烈 对纤维的损伤越严重 因此 把漂白条件控制在

使漂后纤维白度达到 1 左右即可 ∀
表 1  白度值对平衡上染率的影响

Ταβ .1  Ρελατιονσηιπ βετωεεν τηε ωηιτενεσσ ανδ δψε υπτακε



试样编号 白度 平衡上染率

 1 1

 1 1

 1 1

 1 1

213  保护剂 ΣΛΣ对染色性能的影响

采用活性染料 黄 染色 图 示出加

≥≥漂白的羊绒 

漂白时 ≥≥ 的质量浓度为

1 Π !原紫色羊绒

和不加 ≥≥漂白的羊绒



的上染曲线 ∀漂白时加入 ≥≥的目的是提高

白度 降低羊绒纤维的损伤 ∀这是由于 ≥≥能降低

表面张力 促进漂白剂对羊绒的渗透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在羊绒上的固着 产生屏蔽作用 增加纤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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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负电荷 使其趋向于排斥来自过氧化氢中过氧

离子以及碱性氢氧离子 减轻纤维损伤 ∀

图   漂白过程中 ≥≥对染料上染率的影响

ƒ  ≥≥

∏

由图可以看出 漂白时加 ≥≥的脱色绒 在染色

过程中 染色初期上染速度变化不大 在染色 

后 染料上染率基本达   平衡上染率达   ∀

漂白时加 ≥≥的脱色绒最终固色率为   原绒的

固色率为   不加 ≥≥ 的脱色绒的固色率为

  因此 加 ≥≥的脱色绒最终固色率比不加 ≥≥

的脱色绒固色率明显提高 且高于原绒固色率 ∀说

明加 ≥≥不仅有利于漂白 而且可提高染色时的平

衡上染率 ∀从上染曲线看 上染过程中 加入 ≥≥的

脱色绒上染曲线介于原色绒的上染曲线和不加 ≥≥

的脱色绒上染曲线之间 ∀加入 ≥≥有一定的匀染效

果 可有效改善染色均匀性 ∀

214  去铁处理对染色的影响

去铁处理时 采用不同用量的醋酸处理脱色绒 

然后在同样条件下用 黄 染色 测得平衡

上染率 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2  去铁工艺对上染率的影响

Ταβ .2  Ρελατιονσηιπ βετωεεν τηε ρεµαινινγ οφ

Φε
2 +

ανδ δψε υπτακε

试样编号 醋酸浓度Π# 平衡上染率Π

  1
  1
  1
  1
  1

  注 为原紫色羊绒 ∀

  由表 可见 醋酸浓度越高 去除铁离子越充

分 纤维上残余铁离子越少平衡上染率越高 ∀说明

纤维上残余铁离子越少对染色越有利 ∀原因是

ƒ
作为催化剂 最终被  氧化成 ƒ


在一定的

值下 可生成 ƒ 沉淀沉积在纤维上 对染

料上染不利 另外铁离子可能与染料反应 因此漂后

应尽可能去除铁离子 ∀

215  漂白对媒介染料染色的影响
用媒介宝蓝 染色 加媒染剂后 脱色绒短时

间内呈现蓝绿色 过一定时间后变为蓝色 ∀原因是

亚铁离子没有去除完全 亚铁离子被置换下来 而后

被氧化 氧化后对颜色不再产生影响 ∀脱色绒上染

率都比原绒低 而且皂洗时浮色较多 ∀残留的亚铁

离子在染色过程中会和铬离子竞争与染料反应影响

染色 ∀

216  脱色绒的低温染色性与匀染性关系
由于脱色处理使得羊绒染色的匀染性变差 并

使纤维受到一定损伤 在染色过程中对温度十分敏

感 所以 沸染工艺必然影响染品的品质 因此选择

低温染色工艺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图 示出活性染

料蓝 对脱色绒和原绒沸染及低温染色

 ε 的上染曲线 ∀由图可知 原绒与脱色绒的上

染曲线存在明显差异 ∀原绒低温染色时的上染率比

沸染时的上染率低 而脱色绒低温染色时的上染率

在 以前比沸染时的上染率高 平衡上染率比

沸染时的稍低 ∀

图   蓝 对脱色绒和原绒沸染

及低温染色上染曲线

ƒ  ⁄∏√ ∏

 ∏∏

图  为 蓝  !红  染料低温

 ε 下对脱色绒与原绒染色的上染曲线图 ∀由

图可看出 蓝 染料染脱色绒与原绒的上

染曲线相近 匀染性良好 红 染脱色绒和

原绒的初染率相近 但染色后期上染率及固色率稍

低于原绒 染色均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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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蓝 和 红 低温染色上染曲线

ƒ  ⁄∏√ ∏  

   ∏∏

低温染色对羊绒损伤较轻 手感柔软 毡缩程度

比沸染轻 此外 低温染色有利于匀染 因此 漂白后

的羊绒应选用低温染色 ∀

3  结  论

漂白对酸性染料 !活性染料 !媒介染料都有影

    

响 漂白后各种染料的上染率都降低 ∀对于媒介染

料染色 残留的亚铁离子在染色过程中会与铬离子

竞争与染料反应 漂白后纤维上铁离子残余越多对

染色越不利 ∀

漂白后白度值愈高的紫羊绒 其染色性能变

化愈明显 ∀漂白后白度愈高 染料平衡上染率降低

程度愈大 ∀

漂白过程中使用保护剂 ≥≥对漂白效果及染

色效果均有利 ∀加 ≥≥的脱色绒最终染料固色率比

不加入 ≥≥的脱色绒的固色率明显提高 ∀

经过氧化漂白的纤维上染速率更快 染料更

容易扩散进入纤维内部 也使染色匀染性下降 脱色

绒应进行低温染色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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