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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用于纺织品抗紫外线整理剂的种类和性能 ∀基于纺织品抗紫外线整理的原理 采用有机类紫外线吸收剂和高科技纳

米材料复配 研制出用于棉和涤棉织物的新型抗紫外线整理剂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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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以来 随着碳氟系溶剂和氟里昂的大量

使用 使地球大气层中臭氧层遭到严重破坏 到达地

球表面的紫外线不断增加 造成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

紫外线是波长为  ∗  的电磁波 适量的紫

外线辐射具有杀菌作用并能促进维生素 ⁄的合成 

有利于人体健康 但在烈日持续照射下 人体皮肤会

失去抵御能力 易发生灼伤 出现红斑或水疱 过量

的紫外线照射还会诱发皮肤病 甚至会导致皮肤癌 !

白内障 抑制人体免疫系统 ∀

纯棉织物及其混纺织物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柔

软性 是人们青睐的夏季服装面料 但纯棉织物的抗

紫外线性能在天然纤维及化学纤维中较差≈
对

∂2 和 ∂2波段的紫外线都有较高的透过率 ∀

所以 对棉织物和涤棉织物进行抗紫外线功能整理

研究 对保护人类的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

1  抗紫外线整理剂的整理原理及种类

111  抗紫外线整理剂的整理原理

  纺织品紫外线屏蔽整理的原理是在纤维 !纱线

或织物上添加紫外线屏蔽剂 反射或有强烈选择性

吸收紫外线 并能进行能量交换 以热量或其它无害

低能辐射将能量释放或消耗 ∀紫外线辐射到织物

上 部分在表面被反射 部分被织物吸收 其余的则

透过织物 ∀一般情况下 紫外线的透过率 反射率

吸收率    ∀因此 提高织物对紫外线的吸收

率和反射率就可以降低紫外线的透过率 ∀

112  紫外线屏蔽剂的种类

11  无机类紫外线屏蔽剂  无机类紫外线屏蔽

剂 又被称作紫外线反射剂 主要通过对入射紫外线

反射或折射 而达到防紫外线的目的 ∀它们没有光

能的转化作用 只是利用陶瓷粉或金属氧化物等细

粉或超细粉与纤维或织物结合 增加织物表面对紫

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作用 进而防止紫外线透过织物 ∀

11  有机类紫外线屏蔽剂  有机类紫外线屏蔽

剂 又称紫外线吸收剂 这类物质能吸收紫外线 并

将其转换为低能量的热能或波长较短的电磁波 从

而达到防紫外线辐射的目的 ∀目前纺织品上应用的

有机类抗紫外线吸收剂主要有水杨酸酯类化合物 !

金属离子螯合物 !二苯甲酮类化合物 !苯并三唑类化

合物 !反应型紫外线吸收剂等 ∀

2  抗紫外线整理剂的筛选和制备

  无机类和有机类抗紫外线整理剂各有其特点 

如将这两类物质混合后处理织物 可使织物对紫外

线既具有反射和散射作用又具有吸收作用 从而极

大地降低紫外线的透过率 获得高质量的抗紫外线

辐射纺织品 ∀基于这种分析 选用纳米陶瓷粉主要

成分为氧化锌和有机类紫外线吸收剂混合复配得

到整理剂 ∂2 ∀

3  实验材料与仪器

311  实验材料

11  助  剂  抗紫外线整理剂 ∂2 自制 !纳

米氧化锌 !粘合剂 !交联剂 !柔软剂 !进口紫外线吸

收剂 ∀

11  织  物  纯棉规格 1 ¬≅ 1 ¬≅ 

≅ 平纹细布 1 ¬≅ 1 ¬≅  ≅ 斜纹 

1¬≅ 1¬≅  ≅ 缎纹 ×Π≤ 细纺布规格 

1¬≅ 1¬≅  ≅  ∀

11  仪  器  紫外分光光度计 !烘箱 !均匀轧车 !

电动搅拌 ∀

312  测试方法

  织物抗紫外线性能按 ≥2≥标准≈测试 ∀

313  实验方法

11  预处理  棉布精练 ψ水洗 ψ烘干 ψ丝光 涤

棉布精练 ψ水洗 ψ丝光 ψ热定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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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抗紫外线整理实验方法  实验   整理剂

∂2    Π粘合剂  ∗  Π交联剂  ∗

 Π柔软剂  ∗  Π∀工艺流程 配制工作液 ψ

室温二浸二轧轧液率    ψ预烘 ∗  ε ≅

1  ψ焙烘 ∗  ε ≅   ψ待测指标 ∀

实验   纳米整理剂   Π粘合剂

 Π交联剂  ∗  Π柔软剂  ∗  Π∀工艺流

程 配制工作液 ψ室温二浸二轧轧液率    ψ预

烘 ∗  ε ≅ 1  ψ 焙烘  ∗  ε ≅

  ψ待测指标 ∀

实验   进口紫外线吸收剂吸尽法 进口紫

外线吸收剂 1 Π双氧水 1 Π∀工艺流程 配

制工作液与漂白同时加工 浴比 Β ψ  ε ≅

 ψ烘干 ∀

实验   进口紫外线吸收剂与染色同浴吸尽

法 紫外线吸收剂 1 ∗ 1 Π盐≤ Π活

性染料 ÷  纯碱  Π∀工艺流程 配制工作液

浴比 Β ψ 升温到  ε 加入紫外线吸收

剂恒温   ψ加入  Π的纯碱恒温   ψ再

加入  Π纯碱恒温  ∀

实验  和  所采用的整理方法是按照所用

整理剂的要求选择的 ∀

4  实验结果与结论

411  抗紫外线整理剂 Υς2Ρ 中纳米与有机类紫外

线吸收剂配比比例的选择

  按照表 中抗紫外线整理剂 ∂2 中纳米与有

机类紫外线吸收比例进行整理液的配置 采用实验

 的工艺 对纯棉细布织物进行整理 紫外线透过

率测试结果如表  ∀
表 1  复合防紫外线整理剂的最佳配方

纳米Β紫外线吸收剂
紫外线透过率  

波长   波长  

Β    

Β    

Β    

Β    

Β    

Β    

Β    

  抗紫外线整理剂中随着纳米材料所占质量百分

含量增加 紫外线透过率逐渐降低 抗紫外线辐射性

能渐增 当纳米材料所占质量百分含量过大时 抗紫

外线辐射性能有所下降 ∀最终 选择纳米与有机类

紫外线吸收剂比例为 Β ∀

412  不同织物整理前后的紫外线透过率

  用 Β的纳米与紫外线吸收剂配置的抗紫外线

整理剂 ∂2 按实验  分别对纯棉平纹 !斜纹和

缎纹织物进行整理 其紫外线透过率如表  ∀
表 2  不同组织的织物处理前后紫外线透过率   

波长
平纹 斜纹 缎纹

未处理 处理 未处理 处理 未处理 处理

             

             

413  对比实验

  分别按照实验方案   !  ! 和  对纯棉

平纹细布和 ×Π≤ 平纹细布进行整理 测得的紫外线

透过率如表  ∀经处理的纯棉和 ×Π≤ 都具有优良的

防紫外线的性能 遮断率平均在   ∗  之间 

新研制抗紫外线整理剂 ∂2 整理后的纯棉和 ×Π≤

织物防紫外线效果最佳 ∀
表 3  不同整理剂整理后织物紫外线透过率   

整理剂 ∂2 纳米整理剂 进口漂白法 进口染色法

波长        

纯棉原布                

纯棉整理后                

×Π≤原布                

×Π≤整理后                

  单独使用纳米整理剂能达到很好的防紫外线整

理效果 纯棉织物的紫外线透过率可达 1  涤棉

织物的紫外线透过率可达 1  复配有机紫外线

吸收剂可提高防紫外线整理效果 并降低成本 进口

的反应型防紫外线整理剂的效果比复合整理剂

∂2稍差 且成本高 ∀

本成果研制的复合整理剂 ∂2 用于纯棉和

×Π≤织物 通过纳米材料对紫外线的屏蔽和反射以及

有机紫外线吸收剂的吸收作用赋予纺织品优良的防

紫外线功能 可大大降低紫外线的透过率 ∀

用抗紫外线整理剂∂2整理后的织物具有优

异的抗紫外线性能 防晒指数均在 以上 而且本

项目研究的工艺还可与其它功能性整理同浴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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