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结  论

1大豆蛋白纤维采用酸性染料 !兰纳素染料染

色时 染液  值对染色性能有很大影响 ∀在采用

兰纳素染料染色时 应严格控制染液的 值 以得

到较高的上染百分率 !固色率以及均匀的染色效果 ∀

  1活性染料对大豆蛋白纤维染色时 匀染性及

染色牢度较好 ∀

1直接染料对大豆蛋白纤维染色时 盐的促染

作用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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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的抗皱免烫整理

许瑞超  王  宏
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 

摘  要 选用自制的 !以柠檬酸为主要成分的 !多元羧酸型树脂整理剂 采用正交实验的方法 寻找对 ×纤维织物进行树脂整

理的最佳工艺 并和传统的 ⁄⁄∞交联型树脂整理剂对 ×纤维织物的整理工艺比较 ∀同时 对处理后织物的物理指标进行

测试 结果表明对 ×织物用自制树脂整理剂进行整理 可以获得很好的免烫整理效果 是甲醛型树脂整理剂的良好替代品 ∀

关键词 ×织物  整理剂  正交试验  抗皱免烫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用树脂整理剂对 ×织物进行后整理 可以

改善 ×织物的抗皱回复性 赋予织物良好的风

格和服用性能 尤其采用活性交联的树脂整理对于

×纤维织物更是至关重要 ∀活性交联的树脂整

理也称为交联整理法 它可以通过化学交联来防止

原纤化的出现 达到控制原纤化和获得机可洗的目

的≈ ∀而传统交联型树脂整理剂是以 ⁄⁄∞交

联型树脂俗称 ⁄树脂为代表的 2羟甲基酰胺类

整理剂 具有很好的抗皱免烫整理效果 但是 整理

后布面上残存的游离甲醛对人体有害 ∀为满足人们

对无污染/绿色0纺织品的需求 采用无甲醛树脂整

理剂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从根本上避免了甲醛

对人体的各种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 ∀目前对无甲醛

类整理剂的研究以多元羧酸类居多 但还未形成工

业化生产 ∀以柠檬酸为主要成分的多元羧酸型整理

剂 可用来对 ×纤维织物的树酯整理 ∀因柠檬

酸与其复配成分的协同作用 能够形成较多的酯

键≈
因此交联程度大 整理效果好 且原料价格便

宜 是甲醛型整理剂良好的替代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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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药  品

  自制整理剂 ⁄树脂 !柠檬酸≤ !氨基硅油

柔软剂 ⁄2 !次磷酸钠等 ∀

3  仪  器

  实验用小轧车 !蒸箱 !织物折皱弹性测试仪

≠等 ∀

4  工  艺

4 .1  自制整理剂的整理机理

柠檬酸与纤维素进行交联反应的机理如图 

所示 ∀

  由图 可知 多元羧酸与纤维素的作用机理与

传统的 2羟甲基酰胺类整理剂不同 它是通过分子

中的羧基与纤维素中的羟基进行酯化反应 从而在

纤维素大分子间产生交联的 ∀反应历程是先脱水成

酐 然后 再通过酐的中间产物与纤维素大分子产生

良好的酯化交联 组成网状结构 从而达到织物抗皱

免烫整理的效果 ∀

柠檬酸是 Α2羟基酸 分子结构中含有 个羟基

和 个羧基 因此在加热焙烘过程中 一方面羧基可

脱水而形成酐 另一方面 羟基与临近碳原子上的氢



受热脱水而生成丙烯三酸 并可进一步脱去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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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柠檬酸与纤维素交联反应的机理

碳形成衣康酸 它们都是不饱和酸 ∀由于分子结构

中不饱和键的存在 在焙烘时易使织物泛黄变色 ∀

为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 在整理剂中复配了其它成

分 使柠檬酸上的羟基与之反应形成酯键共同封闭

羟基 同时 所复配的成分也可与纤维素大分子产生

交联反应机理如图 所示 进而可以更加有效地

提高抗皱免烫整理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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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柠檬酸封闭羟基与纤维素交联反应机理

4 .2  自制整理剂的整理工艺研究

为选择自制整理剂的最佳应用工艺 根据对主

要影响因素的分析 选定自制整理剂用量  !催化剂

用量  !焙烘温度 ≤ !焙烘时间 ⁄作为实验因素 各

因素取 个水平因子 选用 

正交试验设计进

行试验 整理工艺因素水平选择见表  ∀

  对以上整理工艺因素进行正交试验 其试验结

果如表  ∀

  由表  表 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极值 Ρ 越大 

  表 1  整理工艺因素水平表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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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越大 ∀由此可知 整理剂的浓度

是影响后整理效果的最显著因素 其次为温度 ∀并

从试验结果可知 在整理过程中 整理剂浓度以

 Π为宜 且随酸浓度的增加 织物抗皱回复角增

大 但其断裂强力和撕破强力逐渐下降 随着焙烘温

度的升高和焙烘时间的延长 织物弹性增加 强力下

降 一般选用温度  ε 焙烘时间  催化剂用

量以  ∗  Π为宜 ∀
表 2  自制整理剂与 ×纤维织物的交联反应正交实验表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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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自制整理剂与 2 ∆树脂整理剂的工艺对比

将 ×纤维织物采用自制多羧酸整理剂的整

理工艺与 ⁄⁄∞的整理工艺进行比较 工艺条件

如表 所示 ∀
表 3  多羧酸整理和 ⁄⁄∞整理的工艺参数

整理工艺
整理液

浓度Π

催化剂

Π

焙烘温度

 ε 

焙烘时间



多羧酸整理工艺    

⁄⁄∞工艺    

  浸轧整理液直接进行烘干和焙烘 然后测定织

物的折皱回复角和强力 其整理试验效果对比如表

所示 ∀
表 4  多羧酸整理和 ⁄⁄∞整理 ×纤维织物的结果

整理剂
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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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可知 用多羧酸整理剂对 ×纤维织

物进行抗皱整理后 织物具有较好的抗皱回复性能 

且处理后织物的强力下降较少 ∀

5  整理工艺及整理效果的评价

5 .1  加工工艺

自制整理剂  Π催化剂  Π柔软剂 

 Π焙烘温度  ε 焙烘时间  ∀

工艺流程 浸轧树脂整理液 ψ烘干 ε  ψ

焙烘 ε   ψ 机械柔软 ∀

5 .2  柔软剂的使用

树脂整理后的 ×纤维织物手感变硬 影响

了织物的服用性能 可通过在整理过程中加氨基硅

油柔软剂克服这一缺点 ∀当氨基硅油柔软剂在织物

表面成膜后 可减小纤维间及织物表面受机械作用

的摩擦 提高织物的柔软性和悬垂性≈ ∀但是 柔软

剂的使用 会引起织物在整理过程中的原纤化 这是

由于纱线中单根纤维间的可滑移性增大 所以 必须

控制好柔软剂的用量 要在树脂和柔软剂的用量间

取得平衡 使之达到既能控制原纤化又能获得柔软

手感的目的 ∀根据本试验研究所用试样的情况 结

合柔软剂产品提供的用量参考 配合树脂整理的柔

软剂用量一般以  Π左右为宜 ∀

5 .3  机械柔软整理

×纤维织物强度高 能够承受各种干态或

湿态的机械整理 为了使其获得良好的手感 也可以

使用专用的整理机械 如  多功能整理机 

进行机械柔软整理 ∀通过树脂整理和机械柔软整理

的完美结合 既可以加工出不同风格的产品 也可使

×纤维及其混纺织物在机械的作用下 显著改

进织物的手感和质地 并使织物尺寸更加稳定 ∀其

加工条件为车速  Π时间  ∀

5 .4  催化剂的选用

催化剂的用量应当与树脂保持相应比例 才可

保证充分的交联反应 从而使得残留在布面上的甲

醛含量尽可能降低 ∀由于工业催化剂纯度较低 而

且易吸收水分 导致催化效率不足 建议采用配套催

化剂和相应用量 ∀为了保证交联反应的完成 保证

整理效果 经过挑选 本实验采用巴斯夫公司的

≤ ƒ2 催化剂 用量为  ∗  Π∀

5 .5  整理效果

织物整理效果的综合评价如表 所示 ∀
表 5  整理加工主要指标测试结果

织物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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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论

  以柠檬酸为主要成分的多元羧酸型自制整理

剂 是一种无甲醛树脂整理剂 用其对 ×纤维织

物进行后整理 整理效果好 既提高了织物的抗皱回

复性 使织物具有良好的服用性能 又满足了人们对

绿色纺织品的需求 对人体和环境无害 且价格便

宜 是甲醛型整理剂良好的替代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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