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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P二元共混可染丙纶的研究 

郭 静 徐德增 同 辉 李伯旋 
(大连轻工业学院，大连．116034) (本溪中联化纤有限公司) 

摘 要：研究了Pu／PP共混物的流变性、相态、密度及纤维的染色性能 结果表明 PU／PP共混纤维密度低于纯 PP纤维 

PU／PP共泥纤维口1以用舒散性染料染色 ，且色牢度良好 

关键词：聚丙烯纤维 染色性能 纤维结柯 纤维性能 研究 

中圈法分类号："IS 190 6 

丙纶价格低，强度高，密度小 ，保暖性好，是制作 

服装的优良材料 但丙纶的高度立构规整性使其无 

法用常规染料进行染色和印花。目前，商业化的有 

色丙纶纤维都是通过添加色母粒的办法制造【1)，该 

法制得的有色丙纶牢度虽好，但色泽变换麻烦 ，满足 

不了服装市场对多色彩的需求，因此，改善丙纶的染 

色问题倍受关注c2，。 

本文从破坏 PP的立构规整性和引入与染料具 

有亲合能力的基团入手，通过弓I入具有醚键和聚氮 

酯基或聚脲基的聚氮酯与等规聚丙烯共混纺丝，制 

备了PU／PP共混可染丙纶，讨论 了PU／PP共混物 

的流变性、相态、纤维密度及可染性 结果对可染丙 

纶的开发有一定指导意义， 

1 实 验 

1．1 原料 

等规聚丙烯 PP(代号 70218)，[MI]=18 7g／ 

lOmin，11m=170℃，辽化产：PU树脂，丽=1．6×10 

=190℃，自制。 

1 2 共混切片与纤维 

将 PU与PP按 3／97，6／94，9／91和 12／88的比 

例混合，熔融、铸带、冷却、切粒得共混切片。 

将 Pu与PP按上述比例混合，用自制 惶0纺丝 

机纺制共混纤维，纺丝温度为250～260~2，拉伸温 

度为 70～80℃，拉伸倍数为 3～4倍，定型温度为 

105℃，时间为 20rain。 

1．3 流变性能的测试 

用日本岛津产 CFT--500型毛细孔流变仪，测 

试 Pu／PP共混切片在 220~2，240~2下的流变性能。 

毛细孔直径为 0．5rrm~，长度为 15ram 

1 4 PU在 PP中的分布状态的测试 

PU／PP共混切片用液氮冷却后敲碎，喷金后在 

扫描电镜下观察 P 在 PP中的分布状态。 

1 5 染色性能测试 

精确称有色纤维 2g，用定量二甲基甲酰胺萃 

取，在 735型分光光度计中测定光密度，到标准曲线 

上查出其中染料含量，核算 1kg纤维吸收的染料量。 

1．6 染色牢度测试 

将得色纤维用洗涤剂洗涤 20次，再用定量二甲 

基甲酰胺萃取，计算染料残留百分率。 

1．7 纤维密度的测试 

用韦氏天平测试纤维密度。 

2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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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体积内PP分子数减少，分子间的距离增大，体 

系内有效缠结浓度降低，Pu含量越高，缠结浓度越 

小，表观粘度越低 对比图1和图 2还可发现温度 

提高，PP和 PU／PP共混物的表观粘度降低，温度提 

高共混物间的粘度差异变小。粘度随温度提高而减 

小的原因是温度提高共混物的自由体积增大，流动 

单元运动受到的限制减小，粘度差异减小的原因是 

温度增加，流动单元运动能力增强，体系粘度降低， 

柳相间的相互扩散比较容易。 

2 2 PU在 PP中的分布状态 

在 PU／PP共混物的扫描电镜图(见图 3)中， 

PU／PP共混物为基体一微纤两相结构，PU以球形精 

细地(大约为 2～4p,xn)、均匀地分布在聚丙烯中，由 

于等规聚丙烯与改性剂的热收缩系数和界面性能的 

差异，共混物内部两相之间存在着大量相界面，这种 

相界面为染料的顺利渗透提供了通道；而两组分间 

的相互作用又限制了聚丙烯晶粒的发展，增加了纤 

维中的无序程度，使染料能够顺利渗透进人纤维并 

籍助范德华力使染料均匀分布在纤维之中。 

2 3 PUAPp共混 

纤维的密度 

几 种 PUAPp 

共混纤维的实际密 

度、理论密度及孔 

隙率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见，PU／ 

图3 PU,q~P共混物扫描电镜图 PP共混纤维的密 

度明显低于其理论加和值 ，孔隙率随 P 含量增大 

而增大，说明纤维内部有微 L或 L洞存在，且随共混 

比增加， L洞增加。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1两相凝固点膨胀系数不同，成型时产生不 

均匀收缩；2．纤维拉伸时两相间产生滑移．产生空 

腔；3．异相存在，导致纤维结晶度碱小，增加了共混 

纤维的松散程度。 

表 1 Pu，PP 混纤维的密度 

2 4 Pu／PP共混纤维的染色性 

用三元色对 Pu／pP共混纤维进行染色，结果 

如图4。由图4可见随P 含量增大，纤维的染色平 

衡值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渐减小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 

因是Pu含量较低时，Pu分散得较细微 ，主要以微 

粒形式分散在聚丙 ． 

烯基体中，单位体 

积中分散粒子数较 

多，单位体积中的嚣 
相界及空隙较多，最 

吸收染料量较大， 

随体系中改性剂含 

量的增加，部分改 

性剂之间可能产生 

凝聚，分散粒度增 

大，有效空隙率增 
加不大，吸收的染 图4 Pu古量对染色平衡值的影响 

料量增加不多。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加工性能和产 

品性能，笔者认为 Pu加人量在 6％以内较好。 

2．5 染色牢度 

有许多可染丙纶都因染色牢度不理想而未能实 

现工业化，为此笔者对得色纤维的染色牢度进行了 

考察，结果如表 2 

衰 2 得色纤维的染料残留量(％) 

PU古量 (％) 3 6 9 12 

分散兰 83 80 84 82 

由表 2可见 ，洗涤 2O次后，染料残留量均在 

8O％以上，说明纤维的耐水洗染色牢度较好，可以满 

足纺织要求。 

3 结 论 

1．PU／PP与 PP的流动特点相似，均为“切力变 

烯”流体，流体表观粘度随P 含量增加而减小，采 

用共混法生产可染丙纶时，纺丝温度应适当降低。 

2．PU以微粒形式分散在 PP基体中，两相间有 

相界及空隙，为染料的渗透提供了条件。 

3 PU／PP共混纤维的密度低于纯 PP，用 P ／ 

PP共混纤维制作的服装将更轻薄。 

4 PU／PP共混纤维可以用分散性染料染色，其 

的平衡上染率随 Pu含量增大而增大，但 Pu含量 
一 般小于 6％。 

5 PU／PP共混纤维染色牢度良好，可以满足服 

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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