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品印染后整理新技术近期研究进展

谢孔良
东华大学国家染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 

摘  要 综述纺织品印染后整理新技术的近期发展 对染整领域的一系列新技术进行了讨论 指出发展纺织印染后整理新技术的

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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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消费者对服装面料要求越

来越高 个性化 !高档化以及保健 !舒适 !环保已成为

纺织服装面料的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已将许多高新

技术注入印染后整理行业中 并赋予其一个新的概

念 ) ) ) 数码印染 ∀主要是将数码印花机 !数码染色

机 !纺织 ≤⁄Π≤ !相关化学新材料 !电子商务等高

科技广泛应用于染整行业 改变目前纺织印染行业

传统的生产模式 从而适应个性化 !小批量 !快反应

的市场需求 ∀同时 世纪的染整工业必须在生产

和营销 个方面同时兼备快速反应 !动态调整 !跟踪

市场变化的综合能力 对印染后整理综合技术提出

更高要求 ∀因此 以现代控制技术和生态观念开发

的新设备 !新技术 !新材料已渗透到纺织印染后整理

过程的各个环节 ∀

1  数码印染技术

  实现印染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和辅助设计制

造 可大大减少用工 提高产品质量 缩短交货期 ∀

目前 国际上数码印染技术主要围绕小批量加工 !实

时化生产 !生态平衡和节能环保等展开 ∀形成无网

喷射印花技术 !计算机控制直接制网技术 !自动配液

与自动加料等技术 ∀

111  数字式无网喷射印花技术

数码喷射印花是一种电脑控制的非接触式印花

技术 对花精度高 适应性强 ∀由于减少了制版工

序 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 可最大限度的满足小批量

甚至单件 !快交货甚至即时要求 ∀而且占地面

积很小 并极大地减少传统印花中的环境污染 是印

花技术的重要进步 ∀世界上已有多家公司加入这一

技术的开发行列 如荷兰 ≥× 公司 !瑞士

°∞ ƒ∞≤×公司 !日本 公司等 并已有样机

问世 ∀目前国外数码喷射印花基本采用四基色和七

基色 分辨率一般为  ∗  解析度为  

时速度一般为  ∗  
Π≈ ∀无网喷射印花恰恰适

合了小批量 !快交货的需求 尤其适合在  内

的订单 ∀在喷射用染料方面 ≤公司推荐了喷射

印花用活性和分散染料 其中活性染料品种有

≤  2 ∏ 2  ≠ 2

  2 2 等品种 分散染料有

×∏⁄×∏ × 个系列 ∀我国在计算机

分色领域已有很好的开发应用基础 在数码喷射印

花方面也进行了一定探索 ∀

112  自动制网技术

目前国内传统印花机基本上都已配备了计算机

自动分色描稿系统 ∀但用计算机分色描稿 !传输胶

片 在制网过程中由于胶片积累误差仍会产生接缝

不准 !网点损失等问题 ∀并且制网时间长 不能满足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要求 ∀如果应用计算机自动分

色 直接控制机械部件在花网上打出花型 将减少制

网时间 提高印制精度 适应多品种 !快交货需求 同

时也可减少胶片污染 符合环保要求 ∀世纪 

年代初荷兰 ≥× 公司推出了激光制网系统 之后

瑞士 ≥≥∞ 公司 !德国 ≤≥×公司推出了喷蜡制网

或喷墨制网技术 ∀应用电脑分色描稿系统控制喷头

运动 将蜡或墨喷射到已上好感光胶的网板上 经感

光冲洗后 完成制网过程 或用电脑控制激光发生器

照射涂有感光胶的网板 使制网精度更高 !速度更

快≈ ∀我国已开发成功 1 圆网喷蜡制网系统 

但宽幅 1 的圆网 !平网自动制网系统尚有难度 ∀

113  自动配液 !加料系统与在线检测系统

计算机自动配液与加料是实现染色 !后整理精

确加工 !稳定质量的重要技术保证 ∀国外在 世纪

年代初已研究成功自动配色 !自动配液 !自动输

液系统 ∀但中央配液系统输送路线较长 对小批量 !

多品种生产来讲 管道清洁比较麻烦 ∀近几年国外

又开发成功现场自动称料 !配液加料系统 ∀即在染

色机或树脂整理机前放置好单色染料助剂 经精确

计量通过管道混合后 自动加入到加工槽内 这样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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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料液的精确计量加入 减少染料助剂浪费 又

可保证质量稳定 提高加工水平 操作方便 因此近

年大受行业内关注 是一项提高产品质量 投资又少

的新技术 ∀开发此技术 可部分解决长期困扰染色

产品的染色色差 !染色均匀性等问题 是推动行业技

术进步的重要技术之一≈ ∗  ∀

在线检测系统是实施整个纺织品印染生产过程

中的检测与分析控制过程 如碱浓度的检测 !纺织品

印染过程各项性能的检查 并可与自动称料 !配液加

料系统相连接完成全过程的自动化 ∀

2  多种纤维混纺产品加工技术及多功能后

整理技术

  多元纤维混纺 !交织 !复合织物是当今市场的主

导产品和重要的发展趋势 ∀采用多种纤维开发面

料 可以达到某些化学整理无法达到的穿着效果≈


如在棉 !毛纤维中加入   ∗  的氨纶 可显著改

善天然纤维的抗皱性能 !洗可穿性能 保养方便 !易

护理 在涤纶纤维中加部分锦纶 !醋酸纤维 不仅可

提高织物的抗静电 !易去污性能 还可改善织物光

泽 !色泽 ∀国内已有涤Π粘Π氨 !涤Π棉Π粘 !毛Π麻Π粘 !

丝Π氨等多元纤维纺织品问世 市场反映良好 ∀但锦

纶 !醋酯 !新型粘胶 !差别化涤纶等多元纤维的混纺

交织品种仍很少 印染后整理存在问题很多 如工艺

流程长 !质量不易控制 !染色牢度差 !色差不易控制 !

染色不匀 !后整理难度大等 ∀

3  特种助剂及多功能后整理助剂的开发与

应用

  多功能后整理助剂的开发与应用一直是世界纺

织化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种助剂及多功能后

整理助剂的应用是得到高质量 !多功能纺织面料的

重要技术保证 也是产品实现高附加值 领先于世界

水平的关键技术 ∀我国的特种助剂和后整理助剂开

发应用一直比较薄弱 大多为复配 水平较低 ∀

环保型纺织品和助剂 对甲醛含量的要求比较

严格 ∀超低甲醛免烫整理剂及其应用技术是提高天

然纤维面料服用性能的重要的后整理技术 ∀目前免

烫整理剂仍以 羟甲基酰胺为主 虽然已能做到

纺织品上的甲醛释放量低于一定水平 但离人们的

期望还有一定距离 人们期望采用超低甲醛免烫整

理技术或无甲醛整理技术 ∀虽然国内外都做了大量

工作≈ 
但尚缺乏更系统的研究 ∀

含氟防水 !防油 !易去污整理剂是多功能整理剂

中的特效助剂 应用领域从服装扩展到产业纺织品

领域 ∀自美国  公司首先推出商品名为 ≥

含氟整理剂以来 杜邦 !科莱恩 !旭硝子 !大金工业也

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进行开发 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

少数几个国家可以生产≈ ∀由于技术难度大 制约

了我国高档纺织品的发展 ∀

在多元纤维混纺 !交织 !复合织物的印染后整理

技术中 需要解决各个过程中的关键助剂的研究

工作 ∀

4  生态环保染整加工技术

  如何减少用水 !减少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排放 !减

少废弃物的产生 是印染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国外已投入较大力量开发环保型染料助剂 !节能节

水新工艺及设备 ∀如早期 ÷ 型活性染料的固色率

只有   ∗   ∀世纪 年代开发了多活性基

活性染料 固色率在  以上 减少了加工用水和

污染物的总量 ∀加强高固色率活性染料新品种 !新

助剂和应用技术研究 主要包括多活性基活性染料 !

活性染料低盐染色技术 活性染料在多元纤维混纺 !

交织 !复合织物上的染色技术≈ ∗ 
及其相应的新

助剂的研究 ∀加强符合生态标准的环保型染化料 !

助剂的优选与替代研究 其次在传统工艺上不断改

进加工装备 如 年代末的溢流染色机最小浴比在

Β ∗  ∀到 年代中期 最小染色浴比可达到 Β

甚至更低 在染色筒体上已看不到染液 ∀开发全新

的加工工艺 减少化学品及废弃物 ∀如生物酶加工

技术的开发应用取代某些化学处理 应用酶退浆 !酶

脱胶精练 !光洁整理等≈ 
应用等离子体加工技术

进行纤维和聚合物改性 提高前处理效果 改善染色

性能和染色深度 提高功能性整理的效果等≈
超

临界 ≤ 染色技术的探索
≈ ∗ 

利用超临界 ≤ 作

为染色介质 上染率可达   无污染 ≤ 可回收

再利用 从而实现无水染色 这是生态纺织品加工领

域的高新技术 应进一步开发 ∀

5  结  语

  根据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印染后整理技术的特

点 传统的印染后整理技术正在被许多高新技术所

整合 逐渐形成一整套集机 !电 !染整工程 !相关高性

能助剂材料于一体的综合技术 ∀同时消费者对纺织

品的要求逐渐向个性化 !高档化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

小批量 !多品种加工过程转变为即时化生产 !一次准

确化生产过程 ∀

通过新技术使人们的消费将从现在的被动式 

即只能到商店里去挑选厂家已生产的产品转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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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 ∀人们可以通过工厂的网站改变纺织品的款

式 !花型 !配色等 然后经数码喷印及后整理 制作成

个性化纺织品 ∀这将极大的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

方式 人们可以在家中通过上网来进行消费 使消费

充满乐趣和创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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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离子纺织品及其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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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负离子产生的机理 !负离子纺织品的制备方法 概述国内外负离子纺织品的开发与应用现状 及目前尚存在的问题 ∀

指出负离子纺织品不仅能改善空气环境 且具有良好的医疗保健功能 ∀开发研制负离子纺织品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重要的现

实意义 ∀

关键词 负离子纺织品  电气石  应用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 空气的污染

越来越严重 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又增强了人们的保健意识 ∀尤其当空气负离子的作

用机理日益被认清之后 一种具有负离子功能的纤

维 作为真正意义上能改善环境的功能纤维吸引了

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开发 ∀负离子纤维及负

离子纺织品作为功能性产品的一类必将得到发展 ∀

1  负离子产生的机理

  大气中的分子和原子在机械 !光 !静电 !化学或

生物能作用下会发生空气电离 其外层电子脱离原

子核 失去电子的分子或原子带有正电荷 我们称为

正离子或阳离子 ∀而脱离出来的电子再与其它中性

分子或原子结合 使其带有负电荷 称为负离子或阴

离子 ∀得到电子的气体分子带负电 称为空气负离

子 ∀由于空气中离子的生存期较短 不断有离子被

中和 又不断有新的离子产生 因此空气中正 !负离

子的浓度不断变化 保持某一动态平衡 ∀

空气负离子的保健作用 已为众多研究者所验

证 又被人们称之为/长寿素0或/空气维生素0≈  ∀

基于使空气电离能产生负离子的原因 目前国内外

研究的负离子纤维或纺织品都借助于某种含有微量

放射性的稀土类矿石或天然矿物质 采用不同技术

添加到纺织材料中 使之具有发生负离子的功效 ∀

这种含天然钍 !铀的放射性稀土类矿石所释放的微

弱放射线不断将空气中的微粒离子化 产生负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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