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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活性染料在 ×织物上的染色性能研究

李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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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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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型活性染料在 ×织物上染色性能的测试 分析了各项工艺条件对染色的影响 ∀确定了 ×织物用 型活

性染料进行染色的最佳工艺 并应用于生产实践 ∀

关键词 ×纤维  机织物  活性染料  染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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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具有撕破强度高 密度低 吸湿性

强 手感柔软 光泽如丝等特点 ∀可采用活性 !硫化 !

还原等染料进行染色 ∀活性染料在色谱范围 !色泽

鲜艳度 !染色牢度 !新品种推出等方面存在明显优

势 ∀双活性基的 型活性染料染色 在获得较好染

色效果的同时 还可以使染料在纤维素分子链之间

产生一定的交联 有利于减少原纤化的产生也起到

了控制原纤化的交联整理作用 这种作用随染色深

度的增加而增大 ∀

本文针对 ×纤维易出现原纤化的特性 采

用不同类型的活性染料进行染色性能研究 最后选

择 型活性染料作为 ×纤维染色的最佳染

料≈  ∀

1  实验部分

111  织物及规格

1 ¬ ≅ 1 ¬     ×织物 

1¬≅ 1 ¬  粘胶平纹织物经退浆及

练漂等前处理 1¬≅ 1¬ 纯棉细平

布经退浆 !煮练 !漂白处理 ∀

112  药品与仪器

元明粉 !食盐 !双活性基活性染料大红 2∞÷!

大红 ≥2 !红 2∞ !红 ≤2 !红 2ƒ !活性黄

2 ƒ!活性蓝 2 ∂ 等 ∀实验用小轧车 !烧杯 !

≥≤ ) 多光源分光测色计 !电子天平 !水浴锅 !搅拌

器等 ∀

113  方  法

染料选用  型 !型 !≤ ≤ !≤ !°2

 2∞÷型活性染料 染色方式采用浸染 其工艺

为 染料   ∗     !≥  Π!≤

 Π浴比 Β 以各染料商提供的染色温度染色

 后加碱剂固色 ∀

114  性能测试

采用残液法测定活性染料染色的上染百分率 

采用剥色法测定其固色率 其测试计算公式为 上染

百分率  ≈染色原液的光密度值 染色残液的光密

度值Π染色原液的光密度值 ≅   固色率  ≈上

染百分率 剥色液的光密度值Π染色原液的光密度

值 ≅   ∀

115  不同类型活性染料染色性能测试与分析

从双活性基染料中各选择一只红色染料即 大

红 2∞÷!大红 ≥2 !红 2ƒ !红 2∞ !红 ≤2 

为代表进行试验 测定特定染色时间下的染料固色

率 计算出各类染料的平均染色特性值 Σ ! Ε !Φ!

Ρ !Ρ等进行染色性能上的对比分析见表  ∀ Σ

是未加碱 !有中性盐的情况下染色 时染料的

上染百分率 它反映了染料对纤维的直接性 称为直

接性值 Ε是加碱后染色结束时染料的上染百分率 

称为吸尽值 Φ是加碱后染色结束时染料的固色百

分率 称为固色值 Ρ 是固色速率 其中 Ρ 为未加

碱染色 时的固色百分率 即未加碱染色 

时固色速率 Ρ为加碱染色 时的固色百分率 

即加碱染色 时的固色速率 Χφ   Ρ  ΡΠΦ

为加碱 内固色率与最终固色率之比 它反映

了染料的相对固色快慢程度 Χ   Ρ  ΡΠ 

为加碱 内染料实际的固色速度 ∀
表 1  不同纤维上染料固色时的 Φ!Ρ !Ρ和 Χ !Χφ值

染料

×纤维 粘胶纤维

Ρ
  

Ρ

  

Φ

  
Χ Χ

Ρ
  

Ρ

  

Φ

  
Χ Χφ

2∞÷型 1 1 1 1 1 1 1 1 1 1

≥型 1 1 1 1 1 1 1 1 1 1

型 1 1 1 1 1 1 1 1 1 1

 型 1 1 1 1 1 1 1 1 1 1

≤型 1 1 1 1 1 1 1 1 1 1

从表 中可以看出 双活性基染料对 ×和

粘胶纤维染色均具有较高的固色率 可达   ∗

  其中 ≥型ƒ×Πƒ×染料由于其较高的直接

性和反应性 染色结束时的最终固色率 Φ和加碱染



色 时的固色率 Ρ 均为最高值 ∀另外 双活性

基染料在 ×纤维上的最终固色率 Φ和未加碱

染色 的固色率 Ρ 均高于粘胶纤维 尤其是后

者差别更为显著 这也再次证明了 ×纤维在水

中的膨化度比粘胶高所致 ∀ ×和粘胶纤维在加

碱后 内的实际固色速度 Χ无明显差别 但是 

其相对固色速度 Χφ 却是粘胶大于 ×纤维 这可

能是由于 ×纤维在未加碱时染色 时的固

色率高于粘胶所致≈  ∀

116  染料的选用

从对双活性基染料的性能系统研究可知 中性

浴染色时 不同双活性基染料的上染直接性大小顺

序为 2∞÷型 Υ ≥型  型 Υ  型  ≤ 型 对 ×2

纤维染色的固色率大小顺序为 ≥型  型  

型  2∞÷型  ≤型 ∀

≥型染料为进口双活性基染料 其活性基为双

一氟均三嗪ƒ×Πƒ× 它的直接性和固色率均较

高≈
但其价格较高 且在浸染加工中 染料的直接

性高 !匀染性较差 ∀综合各种因素的考虑 选择国产

的 型双活性基活性染料对 ×织物进行染色研

究 ∀该染料反应好 !固色率高 !染色性能稳定 !感观

性好 !匀染性能优良≈ ∀

2  结果与讨论

211  染色温度的影响

在  ! ! ! ε 等 个不同温度下进行染

色 测定染色物表面的反射率ρ   !染色深度

 ΚΠΣ    ρ
Πρ和色泽鲜艳度 Χ

3
 其结果如

表 所示 ∀
表 2  不同染色温度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温度

 ε 

纯棉织物 ×纤维织物

ρ   ΚΠΣ Χ3 ρ   ΚΠΣ Χ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由表 可知 无论纯棉织物还是 ×纤维织

物在 ε 时 都有较大的 ΚΠΣ和 Χ
3 值 由于 ×

纤维织物较纯棉织物的 ΚΠΣ值大 因此采用 型活

性染料染棉和 ×纤维织物时 宜选择 ε 染

色 同时 型活性染料染 ×纤维织物可以得到

更深的染色效果 ∀

212  碱剂的的影响

取磷酸三钠 !小苏打 !纯碱 !烧碱等 种碱剂分

别用于染色 碱剂用量为 Π固色温度为 ε 

测定其染色效果 如表 所示 ∀
表 3  不同碱剂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碱剂 织物 ρ   ΚΠΣ ≤ 3


× 1 1 1

棉 1 1 1

°
× 1 1 1

棉 1 1 1

≤
× 1 1 1

棉 1 1 1

≤
× 1 1 1

棉 1 1 1

由表 可知 无论是纯棉还是 ×纤维织物 

用太强的碱 和弱碱 ≤ 都不如用

 ≤ 和 ° 作碱剂好 因为  ≤ !° 作

碱剂可获得较好的染色深度和色泽鲜艳度 考虑到

° 价格较贵 故应选用 ≤ 即可得到良好

的染色效果 ∀    

213  染色时间的影响

染色温度为 ε 碱剂 ≤ 用量为 Π

不同染色时间下测定其染色效果 如表 所示 ∀
表 4  不同染色时间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时间 ρ   ΚΠΣ Χ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由表 可知 当染色时间为 即   

时 试样的 Χ
3 !ΚΠΣ值大 再延长时间 Χ

3 !ΚΠΣ值

变化不显著 故选择的染色时间可为 ∀

214  促染剂的影响

取食盐 !元明粉等 种促染剂分别用于染色 碱

剂  ≤ 用量为 Π染色温度为 ε 染色时

间为 测定其染色效果 如表 所示 ∀
表 5  不同染色剂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促染剂 ρ   ΚΠΣ Χ3

≥ 1 1 1

≤ 1 1 1

由表 可知 在相同的工艺条件下 用 ≥

作促染剂的试样的 ΚΠΣ值较大 表明促染效果好 

故促染剂选用 ≥ 为宜 ∀

3  大样生产

311  染色处方

染色工艺见图  ∀

根据图 的工艺 制定出用活性红 2ƒ !活性

黄 2 ƒ!活性蓝 2 ∂ 的染色处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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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染色工艺

型活性染料     

≥  Π

碱剂  Π

温度  ∗  ε

时间    

浴比 Β

312  染色效果的综合评价

对按上述工艺染色的 ×纤维织物制品进行

综合评价 结果见表  ∗  ∀
表 6  上染率和固色率的测试结果

染料 最大吸收波长 Κ¬ 上染率   固色率  

活性红 2ƒ  1 1

活性黄 2 ƒ  1 1

活性蓝 2 ∂  1 1

  从表  ∗ 的测试结果可知 型活性染料对

×纤维织物的染色 可获得较高的固色率 !较好

   
表 7  染色牢度的测试结果 级

染料
摩擦牢度 皂洗牢度 ε ! 

干 湿 原样褪色 白布沾色

活性红 2ƒ    ∗  

活性黄 2 ƒ  ∗    ∗   ∗ 

活性蓝 2 ∂  ∗     ∗ 

的鲜艳度和较高的染色牢度 ∀因此 ×纤维织

物采用 型活性染料染色 操作方便 染色牢度优

良 色泽鲜艳 染色均匀 色差小 具有很大的实用价

值和市场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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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剑杆织机打纬机构分析

郑智毓
浙江理工大学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杭州 

摘  要 通过 ∞≤2型机械动态参数测试仪 对 ××型剑杆织机打纬运动进行测试 用计算机处理的有关数据绘制曲线 并分析

和讨论打纬运动的动态曲线及工艺参数 ∀

关键词 剑杆织机  打纬机构  测试分析  跃度曲线

中图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型剑杆织机是加工棉 !毛 !丝 !麻以及化纤

长丝的国产织造设备 具有高速 !高效 !结构简单和

维修简便等优点 ∀

1  剑杆织机打纬机构

  ××型剑杆织机的打纬机构是采用分离筘座

双侧闭式共轭凸轮见图  ∀当主轴 转动时 主

凸轮 推动转子  !带动筘座 以摇轴 为中心按逆

时针方向摆向机前 从而使钢筘 进行打纬 此时 

转子 在双臂摆杆作用下紧贴副凸轮  打纬终了 

副凸轮变成主动 推动转子  使筘座脚按顺时针方

向向机后摆动 这时转子 又紧贴主凸轮 则两侧的

共轭凸轮如此周而复始的完成打纬运动≈ ∀

2  打纬运动规律的测试与分析

2 .1  测试方法

采用数字传感器 将信号输入 ∞≤2型机械动

态参数测试仪 由四色绘图打印机记录曲线和有关

数据 ∀

2 .2  打纬运动规律曲线和跃度曲线分析

图  !分别为计算机处理绘制的打纬运动规律

曲线和筘座跃度曲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