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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 °对 混纺织物进行阻燃整理通过测试织物抗撕裂性能和极限氧指数

分析 混纺织物的阻燃效果和耐久性对比 与 混纺织物的阻
燃性能分析阻燃整理对撕裂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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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随纺织工业的不断发展工业和民用纺织

品在为人们提供美和舒适的同时其易燃性也

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一些发达

国家首先提出了纺织品阻燃的要求我国也制

订了纺织品阻燃标准∀ 阻燃整理已成为纺织科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印染后整理中的一个

突出课题∀

纤维和纺织品阻燃一般分为共聚阻燃改

性!共混阻燃改性和阻燃整理∀ 对于 !

棉!毛!麻等天然纤维只能采用后整理的阻燃

方法∀ 阻燃后整理具有工艺简单设备投资少

见效快的特点但往往对织物的强力!手感和色

光有一定的影响且阻燃耐久不如原丝改性∀

二!实验部分

 实验材料

试样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试制×  °≤

尿素初缩体英国 °公司   化学纯

  化学纯 化学纯∀

 实验基本原理

通过纤维素分子中的羟基与 ×  °≤尿素

初缩体反应形成网状结构用氨固化法代替热

固化法经浸轧使 °阻燃剂渗入到棉纤维

的非晶区和间隙中烘燥后用氨薰处理使在

纤维内部形成网状结构的阻燃聚合体

氨薰过程中 与 ×  °≤尿素初缩体中的羟

甲基发生交联而并没有与纤维发生化学结合

因此手感柔软强力下降很小∀为提高聚合体的

稳定性用   将三价磷氧化为五价磷∀且因

为阻燃性聚合体存在于原纤的间隙中耐洗性

大幅度提高∀

工艺路线及工艺条件

工艺路线浸轧ψ 烘燥ψ 氨薰ψ 氧化ψ 碱

洗ψ 水洗ψ 烘干

工艺条件°阻燃剂浓度为  

轧机压力  烘燥时控制回潮率在 ∗

 氨薰后用  双氧水溶液氧化  

 的烧碱溶液洗涤  ∀

三!测试结果及分析

梯形撕裂强力依 利用强力检测

仪检测极限氧指数的检测依 利用燃

烧仪检测∀ 由表 纯及其混纺织物的

极限氧指数与纯棉及其混纺织物的 °阻

燃效果相当∀  °∞× 和  ° 

织物的极限氧指数相差较大这主要是由于燃

烧过程的复杂性纤维素纤维与不同合成纤维

的燃烧机理不同∀又由洗涤 次!次后的数

据充分证明了 °阻燃剂对纤维素纤维的

阻燃耐洗性是相当好的∀

由表 纯 织物 °阻燃整理

后梯形撕裂强力下降很小约  左右而纯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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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及其混纺织物与棉及其混纺织物极限氧指数

织  物
织物原样  

 

洗涤 次后  

 

洗涤 次后  

 

纯    

°∞×   

 °    

≤ °∞×   

纯 ≤    

表 2  及其混纺织物与棉及其混纺织物梯形撕裂强力

织 物

未经阻燃处理 经过阻燃处理

经密

根 

原样

梯形撕裂强力经

经密

根 

整理后

梯形撕裂强力经

纯     

°∞×    

 °     

≤ °∞×    

纯 ≤     

织物阻燃整理后梯形撕裂强力下降约  左

右又由织物原样强力对比织物的抗

撕裂强力显著高于棉织物∀ 这主要与 

纤维的超分子结构有关纤维具有聚合

度大!结晶度高!强度大!伸长率低耐碱性能强

的特点∀ 它的这些特点防止了由于阻燃剂的侵

入而变形的可能因此与棉织物相比达到相

同的阻燃效果织物抗撕裂强力下降较

小∀

混纺织物在极限氧指数约 

时抗撕裂强力并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一

方面是由于织物在加工过程中收缩密度增加

另一方面织物表面及原纤间形成网状交联膜

它的存在有利于抗撕裂性能的提高∀  ≤2

 °∞× 混纺织物抗撕裂性能亦有降低这

对本来强力就不高的棉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 混纺织物抗撕裂性能下降这可

能是由于采用的 ° 本身强力较低与

的强力存在一定差距相互间不匹配的结果∀

四!结  论

纯及其混纺织物的极限氧指数

与纯棉及其混纺织物的 °阻燃效果相当∀

 ° 阻燃剂对 织物的阻燃

耐洗性较好∀

 织物的抗撕裂强力显著高于棉

织物达到相同的阻燃效果织物抗撕

裂强力下降较小∀

 混纺织物在极限氧指数约为

 时抗撕裂强力几乎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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