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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Π活性染料用匀染剂研究进展

张治国 尹红 陈志荣
浙江大学 化工系 浙江 杭州  

摘  要  匀染剂具有缓染性和移染性 可有效改善染料的匀染性达到均匀染色的结果 从而提高染料的应用性能 ∀

综述了分散 !活性染料用匀染助剂的研究进展 为我国匀染剂的应用 !复配与研制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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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织物染色过程中根据纤维特点使用各种不

同的染料 包括还原 !直接 !硫化 !冰染 !分散 !酸性 !

阳离子染料以及活性染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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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的染料和染色工艺需要不同的匀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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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散染料主要应用于合成纤维 ∀聚酯纤维的结

构紧密 吸湿性差疏水性强 且具有热塑性 因而分

散染料在染涤纶织物时 往往由于操作不当或工艺

选择不佳而引发色花等染色不匀现象 ∀

活性染料的特点是与纤维反应生成共价键 并

成为稳定的/染料2纤维0有色化合物的整体 使染色

纤维具有很好的耐洗牢度和耐摩擦牢度 ∀活性染料

的活性基能与棉纤维的伯醇羟基 !羊毛和丝的氨基 !

聚酰胺纤维的氨基 !酰胺基等反应 ∀因此 活性染料

可以染棉 !麻 !羊毛 !丝和部分合成纤维 ∀活性染料

因其优良的性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

随着各种新型纤维以及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的

迅速发展 相应的染色用匀染剂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

近年发展起来的低浴比染色 以及为了适应涤Π棉混

纺纤维织物印染日益增长的需要 采用的一浴染色

工艺 也对染色工艺中使用的匀染剂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并出现了相应专用的染料和匀染剂 ∀

本文对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常用匀染剂分别进

行了论述 ∀

1  分散染料用匀染剂

分散染料分子中不含水溶性基团 并能以微细

的颗粒稳定地悬浮于分散液中进行染色 ∀它主要应

用于涤纶 !氨纶 !锦纶 !醋酯纤维等憎水性纤维的染

色 ∀随着纤维染色工艺的不断进步 各种类型的匀

染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111  高温染色用匀染剂

用分散染料进行高温高压染色时 常因染料的

分散性 !匀染性 !移染性差以及升温速度控制不当等

因素引起染色不均匀 ∀尤其细旦涤纶纤维的线密度

很小 表面积增大 染料的上染速度加快 再加上织

物结构紧密 染料不易染透 所产生的染色不匀现象

比常规涤纶纤维更为突出 ∀在染色时使用高温分散

匀染剂可改善织物的匀染效果 提高产品质量 ∀

一般对非离子分散染料可采用非离子表面活性

剂作为匀染剂 两者能形成疏水性结合 可减缓上染

速度而达到匀染的目的 ∀在非离子分散匀染剂分子

中 聚氧乙烯酯型表面活性剂比聚氧乙烯醚型表面



活性剂的匀染性好酯型结构对涤纶的亲和力大于

醚型结构 具有苯环的表面活性剂比脂肪型表面活

性剂的匀染性好 ∀但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在涤纶高温

染色时容易失水 且氧乙烯链与染料分子中羟基 !氨

基等基团的结合为物理性疏松吸附 缺乏离子间作

用力 分散性 !增溶性较差 采用低浊点非离子表面

活性剂时极易产生染料凝聚 ∀

由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吸附在染料粒子表面

形成强负电荷层 使染料粒子之间存在强烈电斥力

而形成稳定的分散状态 对分散染料的缔聚物有较

强的分散能力 从而降低其凝聚性 使染料在染液中

保持稳定 可以解决因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浊点低造

成染料凝聚而出现染斑的问题 ∀这类分散剂主要为

萘系和酚系两大类带芳香核的磺酸甲醛缩合物 ∀萘

系分散匀染剂价廉 能满足一般分散染料的生产和

染色工艺要求 如分散剂  !ƒ等 ∀但该类分散

剂分子结构中的亲油部分无强极性基团 与分散染

料分子间主要靠作用力较弱的范德华力吸附 在高

温染浴升温到  ε 以上高压染色时 分散剂与

染料粒子脱离 导致分散作用降低 染料粒子的分散

体系遭到破坏 !凝聚成粗大的/二次粒子0 染料在纤

维上的吸着量减少 影响染色速度 还会形成染色斑

点 ∀酚系分散匀染剂芳香核中含有很多强极性酚羟

基 与染料分子之间不仅存在范德华力 还可与染料

分子中的羟基 !氨基等形成氢键 在高温时与染料粒

子结合更牢固 ∀已商业化的品种有分散剂 ≥ !磺化

木质素等≈ ∀

利用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

协同效应和增效作用复配出性能优良的高温匀染

剂 其中各组分的不同结构有不同的作用 主要可分

为 乙氧基结构在染色过程中能捕获分散染料 !

增加染料染色位 延缓上染 芳香族化合物结构在

染色温度达到某一临界值时 可使涤纶纤维迅速产

生增塑膨润 使涤纶的玻璃化温度下降  ∗  ε 

纤维内的孔隙显著增加 使染料迅速而集中地染着

于纤维 同时又可作为染料的溶剂使纤维内的染料

不断解吸脱离纤维而发生明显的泳移移染以达到

匀染效果≈ ∀

由阴Π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复配的高温匀染剂产

品有些还加入了一些载体有很多 ∀如东邦盐2

是由三苯乙烯苯酚聚氧乙烯醚和三苯乙烯苯酚聚氧

乙烯硫酸铵复配而得 匀染剂 ƒ2是烷基酚磺酸

钠与多苯乙烯基苯酚聚氧乙烯醚的复配物 匀染剂

⁄22是由苯乙烯苯酚聚氧乙烯醚和苯乙

烯苯酚聚氧乙烯硫酸酯盐复配而成 匀染剂 ƒ2

是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烷基苯磺酸钠的复配物 对

分散染料有优良的匀染性 高温匀染剂 ≤2是聚醚

和聚醚磺化物的混合物 匀染剂 ≥是丙三醇聚氧

乙烯醚油酸酯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和三苯乙烯基苯

酚聚氧乙烯醚磺酰胺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复配

物 ° ≥ƒ是由非离子的脂肪族酯类化合物与阴

离子和非离子的乳化剂组合而成的一种匀染剂 助

剂 ≥± 是分散染料染氨纶的匀染助剂 是以聚乙二

醇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主 配以适当添加剂的复

合体系≈ ∀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  的结构中含苯环 !聚

氧乙烯基和磺酸基 兼有匀染和分散作用 ∀用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 !十二烷基聚氧乙烯醚硫酸钠 !聚氧乙

烯甘油椰油酸酯及表面活性剂 • ≠  复配出涤纶

高温匀染剂 • ≠ 2 它具有良好的染料分散性 !匀

染性 !移染性≈ ∀将苯酚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按 Β

的质量比混合并加入甲醛及亚硫酸钠进行缩聚和磺

化反应 得到既有阴离子基团又有非离子聚醚基团

的分散匀染剂 性能优良 但起泡性较大≈ ∀

表面活性剂的复配产品中有些有较高的起泡

性 在快速染色机中和小浴比染色时容易产生问题 

因此要求低泡匀染剂 ∀解决的方法有 加入消泡剂 

特别是有机硅消泡剂 高温下很有效 采用环氧乙烷

和环氧丙烷共聚的方法得到低泡性产品≈ ∀

112  热溶染色用匀染剂

分散染料在热溶染色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泳移现

象 使布面出现色斑 !阴阳面 !条影等疵点 造成染色

不匀 ∀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使用防泳移剂 ∀

目前应用的防泳移剂有两类 一类是海藻酸钠 

另一类是丙烯酸的共聚体 ∀海藻酸钠的匀染性不

佳 而丙烯酸共聚体的防泳移能力良好 无染花

现象 ∀

≥ƒ公司的 ° 是由聚丙烯酰胺经

碱水解 !加热除去部分氨 !用盐酸调到中性得到 主

要在分散染料轧染工艺中做防泳移剂 ∀

防泳移剂 ×是将聚丙烯酰胺在碱性条件下水

解生成含有 ) ≤ 和 ) ≤ 的高分子物 再加

入适量微粒子硅胶而得 ∀其中 ) ≤ 有利于吸

附染料 ) ≤能减少自由水分 并能使大分子易

溶于水 ∀带负电荷的微粒子硅胶能与水的界面形成

双电层正电荷层 吸附外层带负电荷的染料颗粒 

染料再通过氢键和范德华力与纤维结合 在纤维周

围呈浓缩状态 ∀大大增加了染料在纤维上的吸附

量 提高了染色深度 匀染性优良且不会产生

染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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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酸和丙烯酰胺在水溶液中聚合得到的水溶

性树脂与多糖变性物分子量为 万 ∗ 万的线形

高聚物复配可得到织物染色用防泳移剂 2 ∀

该剂防泳移效果好 不粘轧辊 还可以提高染色

牢度≈ ∀

聚丙烯腈水解也可以制备该类防泳移剂 ∀如以

聚丙烯腈°废丝为原料 通过水解可制备防泳

移剂 °
≈ ∀匀染剂 ≥ 也是丙烯腈水解产物 

能提高分散和还原染料的匀染性 ∀

2  活性染料用匀染剂

活性染料分子结构中带有反应性基团 它可以

适用于多种纤维的染色 ∀由于上染速度不同的活性

染料拼混使用时常会发生染色不匀的现象 因此必

须加入适当的匀染剂 ∀

常用的有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如平平加 等脂

肪醇聚氧乙烯醚型匀染剂 它们具有较好的匀染作

用 ∀匀染剂 ƒ2是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烷基苯

磺酸钠的复配物 可用于活性染料染色过程 ∀

非离子Π弱阳离子型的产品以脂肪胺聚氧乙烯

醚为主 如毛用匀染剂 ƒ≥ !匀染剂 • ∞ !∞ ∞≥

等都是脂肪胺聚氧乙烯醚及其复配物 广泛适用于

活性染料染色 ∀

两性离子型的匀染剂 ⁄2∂  ⁄可提高活性染料

的溶解度 有助于克服不同纱线对染料吸收的差异 ∀

其限制缔合的作用更可防止敏感性染料染色时产生

的染斑 其分散作用可防止聚凝胶形成 也可避免染

斑产生 适用于各种染色方式和染色设备≈ ∀

在毛用活性染料的染色中 对纤维有亲和力的

阴离子型匀染剂也可使用 ∀如下述化合物可用作含

≤≤ ≤ 活性基团染料的匀染剂
≈ ∀

≥ 

≤≤≤ 

≥ 

阴离子型黛棉匀 ∞ 为芳香族磺酸聚醚 对活

性染料染色具有很好的匀染性 能螯合染浴中的金

属离子 改善染色再现性≈ ∀

近几年还发展了高分子聚合物型匀染剂≈ ∀

主要包括丙烯酸系共聚物 如防泳移剂 ≥是由聚

丙烯酰胺经碱水解后再进行羟甲基化而得 可作为

活性染料匀染剂 ∀聚乙烯吡啶 也可作为

活性染料的匀染剂 ∀

3  研究展望

随着染整工艺的发展及各种新型纤维和混纺织

物的广泛使用 匀染剂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今后匀染

剂的发展具有以下趋势 ∀

311  开发专用匀染剂

开发专用匀染剂以适应新纺织纤维和新染整技

术的需要是匀染剂的发展方向之一 ∀超细纤维在纺

织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由于其纤维比表面积明

显增加 易发生染料集中上染 !染色不均匀等现象 ∀

常规匀染剂的使用效果不理想 需要新型专用匀染

剂解决其匀染问题 ∀改性羊毛 !丝 !棉等改性纤维由

于良好的使用效果而广受欢迎 但它们的染色往往

需要特殊的匀染剂以达到良好的染色效果 ∀混纺织

物更是由于不同纤维 !不同染料的共同作用而使匀

染剂的作用更加重要 ∀活性染料近年来的迅猛发

展 对开发活性染性专用匀染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对于不同的染料 往往都有相应配套的专用匀

染剂 ∀

312  开发新型 !环保型匀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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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高的要求 环保型

助剂成为国内外纺织助剂厂商竞相开发的产品 ∀由

于有些常用的匀染剂产品含有已经被要求禁用的烷

基酚聚氧乙烯醚类和可吸附的有机卤化物 因此开

发了许多新的环保型匀染剂 如 ° ≥ƒ⁄!°

≥ƒ !√ °等都是有效的环保型匀染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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