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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染料常用匀染剂研究进展

张治国 尹红 陈志荣
浙江大学 化工系 浙江 杭州  

摘  要  酸性染料匀染剂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亲纤维型匀染剂 它通过与染料阴离子的竞染达到匀染目的 另一

类为亲染料型匀染剂 它可提高染料的溶解度且与染料离子有一定的结合力 从而达到匀染目的 ∀介绍了酸性染

料常用匀染剂的研究进展进 为匀染剂的应用 !复配与研制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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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染料用于纤维染色时 往往会产生染色不

匀的现象 造成色花 ∀解决染色不匀最常用的方法

是染色加工时添加匀染剂 ∀匀染剂就是在染色过程

中 能够增强移染或延缓染色速度而获得均匀染色

效果的助剂 ∀

在纤维染色过程中不同的染料和染色工艺需要

不同的匀染剂 ∀酸性染料分子中含磺酸基 !羧基等

酸性基团而成有机酸盐的形式 在酸性或中性染浴

中可以染蛋白质纤维和聚酰胺纤维 ∀酸性染料可以

根据染色时染浴的酸度分为强酸性 !弱酸性和中性

染料 ∀另外也可根据与金属离子的络合情况分为酸

性媒介染料和酸性金属络合染料 ∀由于它们对纤维

的亲和力比较大 不易染匀 因此一般要加入匀

染剂 ∀

酸性染料在染羊毛纤维时 由于纤维疏水性外

表皮层和致密的鳞片层的存在 以及羊毛本身的差

异性导致羊毛纤维对染料的亲和力存在差异 极易

造成染色不匀及毛尖毛根的色差问题 ∀而用酸性染

料或中性染料染锦纶时 由于染料分子可与锦纶纤

维末端氨基成盐结合 或以氢键形式结合 因此染浴

中染料分子对锦纶纤维有很强的亲和力 造成酸性

染料在锦纶纤维上的匀染性也很差 ∀阳离子改性后

纤维可以用酸性染料染色 其混纺品的染色

对酸性染料匀染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人们环

保意识的逐步提高 各类匀染剂及其主要组分都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介绍了酸性染料染色用匀染

剂的发展状况 为我国酸性染料匀染剂的研制工作

提供参考 ∀

1  酸性染料用匀染剂的发展

目前 酸性染料匀染剂有两大类 ∀一类是阴离

子亲纤维型匀染剂 它通过阴离子与染料阴离子的

竞染缓染作用达到匀染目的 ∀另一类为亲染料型

的非离子或两性表面活性剂 这类匀染剂可提高染

料的溶解度且与染料离子有一定的结合力 并具有

一定缓染性 通过移染和缓染双重作用达到匀染目

的 国外许多公司和研究机构都在开发这一类型的

匀染剂 ∀

111  阴离子亲纤维型匀染剂

主要包括烷基萘磺酸 !土耳其红油 !脂肪烷基硫

酸盐 !烷基苯磺酸盐 !聚乙二醇烷基醚硫酸盐 !萘磺

酸2甲醛缩合物等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是蓖麻油酸丁酯的深度磺化物 用于

酸性染料染锦纶时 对条花的盖染性极为优异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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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染剂 ≥ 是苄基萘磺酸钠化合物 耐酸碱 ∀

匀染剂可用于锦纶酸性染料染色 结构

式为  ≤≤ ≤ ≥∀匀染剂  ) 氨基丁

醇硫酸钠适用于酸性染料染色 具有较好的匀染缓

染效果 对最终得色量影响较小 同时对色光影响也

较小≈ ∀下列结构式代表的匀染剂可用于酸性染料

染锦纶 

 ≤ ≤  

≥ ÷ ÷  ≤ ≤ 

丙烷磺内酯2氧乙烯化的 2烷基2 2丙二胺缩

合物 用于锦纶酸性染料染色 匀染效果良好 ∀

烷醇酰胺磺基琥珀酸单酯盐 ≥是新型的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 ∀这类表面活性剂表面活性好 其分

子中的酰胺键 ) ≤ ) 与皮肤及毛发中蛋白质肽

键相似 因此对人体皮肤及眼睛刺激小 易生物降

解 且工业生产无三废污染 符合环保要求 ∀ ≥作

为匀染剂应用于羊毛染色 其匀染效果优于平平

加 
≈ ∀

采用特殊结构的磷酸酯盐类表面活性剂 !芳香

族磺酸盐类大分子分散剂 !烷基磺酸盐 !脂肪醇聚氧

乙烯醚硫酸酯盐和不饱和油脂硫酸化盐进行复配得

到匀染剂 ≤2可用于弱酸性染料染羊毛纤维 匀染

性 !稳定性较好 常温下易溶 使用方便≈ ∀

112  亲染料匀染剂

亲染料匀染剂包括非离子 !阳离子和两性表面

活性剂 ∀非离子匀染剂包括含有亲水基团长的聚

乙二醇醚链和疏水基团主要是脂肪醇 !烷基苯酚 !

链烷基酰胺等的产品 ∀阳离子匀染剂包括脂肪胺

的聚乙二醇醚 !多乙撑多胺等 ∀两性产品则包括氧

乙烯化的含氮的脂肪烷基化合物 在氮原子上或聚

乙二醇醚链的末端带有阴离子基团的产品等 ∀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平平加  在酸性染料或中

性染料染色时作为匀染剂 除了达到匀染目的外 同

时也起到一定的净洗作用 使染得的色泽更鲜艳 ∀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中氧乙烯化脂肪胺是最常用

的羊毛匀染剂 它的阳离子性不仅对阴离子染料具

有优异的亲和力 并且在羊毛染色的酸性  值范

围内对纤维有亲和力 ∀如匀染剂 ƒ≥ !匀染剂 • ∞

等 ∀匀染剂 ƒ≥的组成即脂肪胺聚氧乙烯醚 它是

性能优良的匀染剂 ∀匀染剂 • ∞是脂肪胺聚氧乙烯

醚复配物 它还可作为活性染料匀染剂 ∀

国外使用的较先进毛用匀染剂为两性匀染剂 

这类表面活性剂与其它表面活性剂相比较 它的耐

硬水稳定性良好 耐酸碱和各种金属离子 与其它表

面活性剂复配能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与很多助剂

可以同浴处理 匀染性好 对羊毛纤维具有优异的染

色效果 ∀两性型匀染剂  是烷基酰胺取代

的聚乙二醇酯 对染料和毛纤维都有亲和力 适用于

酸性染料染羊毛 ∀酸性染料匀染剂 ⁄2中也以

两性型表面活性剂为主要成分 主要用于弱酸性染

料和酸性媒介染料 !酸性金属络合染料对毛纺织品

的染色 ∀

高效匀染剂  ∞能提高媒介染料在兔毛纤维

上的上染率≈ ∀其结构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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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染剂  ∞是两性表面活性剂 在染色初期与

染料分子形成阴离子型的结合体 对纤维具有亲和

力 使染料分子吸附于纤维表面 并向纤维内部渗透

和扩散 ∀随着染色的进行 结合体逐渐分离 以利于

染料的上染 匀染剂本身再与染料分子结合 ∀如此

不断循环 直至达到平衡 ∀

匀染剂 是由高碳脂肪胺与环氧乙烷反应 然

后用卤代烷季铵化 最后酯化得到的甜菜碱型两性

表面活性剂 在羊绒染色中的匀染性能较好≈
其分

子结构为 

≤ 

   ≤ ≤ ≥





其中   !  为烷基 ∀

× !聚氧乙烯酚醚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多

元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复配得到的匀染剂 ≤2具

有优良的匀染性和高的表观色深值 有利于匀染和

染料利用率的提高≈ ∀

苏喜春等人合成了十八烷基胺聚氧乙烯醚硫酸

酯钠盐 其分子中具有阳离子 !阴离子 !非离子 种

官能团 作为毛用弱酸性染料的匀染剂 可与染料产

生络合 匀染效果良好≈ ∀

近来人们为了使用方便开发了通用性毛用匀染

剂 可应用于各种毛用染料 ∀这种匀染剂大部分属

于非离子Π弱阳离子或两性表面活性剂的混合体 

它要求有合适的环氧乙烷数量 以便使染料与助剂

的络合物具有足够的溶解度 不致于凝聚过多 且有

利于缓染 不影响上染百分率 ∀毛用匀染剂 • ∞以

及匀染剂 ∞ ∞≥   ! 等均有

优良的匀染效果 通用性很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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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一些新型匀染剂

在锦纶纤维使用酸性染料染色时 还可以使用

聚乙烯吡啶和聚乙烯吡咯烷酮等聚合物作为匀染

剂 匀染性甚至超过常用的阴离子型匀染剂 ∀

Β2环糊精通过与酸性染料分子形成包合物 可

减慢染料的上染速度并提高染料的移染性 以提高

酸性染料的匀染性 ∀并且在染色中使用 Β2环糊精作

匀染剂 不影响织物的表面色深 对织物的日晒牢度

也没有影响≈ ∀

2匀染剂适合于某些酸性染料 !媒介染料及

金属络合染料 尤其适合于媒介染料≈ ∀ 2匀染

剂主要有效成分为膨润土 ∀膨润土是一种层状铝硅

酸盐的无机高分子聚合物 ∀由于类质同象置换作用

使膨润土层面具有过剩的负电荷 从而在层间吸附

了可交换性阳离子如 
 ! !≤ ! 等 而粒

子端面的电荷则随介质 值的不同可正可负 ∀在

水溶液中 膨润土易形成对有机物有强烈吸附作用 !

具有空间网状结构的胶体 从理论上分析 膨润土既

可作为缓染剂 又可作为移染剂 ∀

2  酸性染料用匀染剂研究展望

随着染整工艺的发展以及各种新型纤维和混纺

织物的广泛应用 匀染剂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酸性

染料用匀染剂的发展有以下趋势 ∀

211  开发通用型匀染剂

酸性染料品种较多 但以往各种染料都有特定

的匀染剂以解决匀染问题 工厂使用时比较复杂 ∀

近年来各化工厂开发出通用型毛用匀染剂 可以适

应各种毛用酸性染料 诸如一般酸性染料 !金属络合

染料 !媒介染料等的染色 ∀

212  开发新型环保匀染剂

随着 ≥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国内外市场

对生态纺织品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 环保型

助剂成为国内外纺织助剂厂商竞相开发的产品 ∀常

用匀染剂中有些品种因含有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类和

可吸附的有机卤化物 这些物质已经被要求禁用 ∀

而环糊精 !烷醇酰胺磺基琥珀酸单酯盐和膨润土匀

染剂等都是新开发的环保型匀染剂 ∀

213  开发复配型匀染剂

利用表面活性剂的协同复配增效作用 通过将

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不同性能的助剂复配制成的新

品种具有比单组分更优异的性能 这是开发新型匀

染剂的重要方式 ∀酸性染料用匀染剂中大量使用的

都是此类 并获得了优良的使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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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和企业 组成利益共同体 利用 • × 的审查

机制 提出评价意见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加强与

政府合作 研究相关策略的同时应积极争取获得国

家的扶持 特别是中小纺织服装企业 ∀

313  加强生态纺织品建设拓展多元化市场

在我国的纺织品出口结构中 粗加工 !低附加值

的初级纺织产品仍占很大比例 相当一部分纺织产

品达不到欧盟的产品标准 ∀特别是纺织印染业 由

于污染密集已成为我国纺织业的瓶颈问题 因此 我

国纺织企业应提高科技水平 提高产品的技术标准 !

安全标准和环保标准 ∀在进行产品开发时 生产设

备 !产品质量 !包装等都必须符合国际标准 ∀多元化

的市场有利于企业规避风险 特别是政策风险 降低

我国纺织品出口对欧盟市场的依赖 ∀但多元化政策

并不是要放弃欧盟大市场 应该迎难而上 建设我国

的生态纺织品出口市场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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