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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染料与阳离子染料可染型聚丙烯纤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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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摘要 由于聚丙烯高度规整的超分子结构．导致聚丙烯纤维无法用常规方 
’ 法进行染色加工．采用高聚物共混改性方法．成功地研射出可染型聚丙烯树 

脂。为使可染型聚丙烯树脂工业化生产纤维，对其热性能、流变性能、可纺性 

能及染色性能进行丁研究。结果表明：可染型聚丙烯树脂具有 良好的可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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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聚丙烯纤维服装制品具有易洗、快干、质轻、排汗等优点，但是由于聚丙烯纤维 

具有高度规整的立构结构．而且大分子链中缺少与染料有亲和力的基团，难于用常规的染色 

技术使之着色。目前市场上的有色聚丙烯纤维及其制品大多是通过原液着色法或添加色母粒 

法获得的，这些技术虽然可以使纤维着色，但色谱有限．难以适应服装市场对色彩的多方面 

和不断更新的要求。因此．对聚丙烯纤维进行可染改性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国外提出多 

种改进聚丙烯纤维染色性能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台成适于聚丙烯纤维染色的新染料 ； 

染色时加入促染剂、携染剂和纤维膨化荆使纤维着色；通过聚丙烯纤维表面接枝共聚等方法。 

这些企图改善聚丙烯纤维染色性能的方法或因成本高，或困色牢度极差均未实现工业化。 

共混改性的方法对于实现聚丙烯纤维可染改性是行之有效的方法0 。本研究从破坏聚 

丙烯纤维结构规整性和引入与染料有亲和力基团两十方面八手．通过加入第二组分与等规聚 

丙烯掰脂共混．纺丝制取具有分散染料和阳离子染料可染的聚丙烯纤维 

1 实验 

1．1 原料 

等规聚丙烯树脂MI=18～22．Tm=160～170℃．等规度大于96％； 共混改性剂 [ ]= 

0．3O～0．32。Tm =218-240℃ 。 

1 2 造粒与纺丝 

共混造粒是在 GH一2OODG型高速混合机内混合，在SHL一68型积木式双螺杆混炼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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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熔融挤出造粒，共混比为 90／10(质量比) 

树脂干燥是在真空转鼓式干燥机内进行，干燥温度 110～115"E，真空度 101192．50～ 

101325 02Pa，干燥时间 1O～12h。 

纺丝是用 KV461L纺丝机纺丝，纺速 640 m／min，箱体温度 255～260"C，产品规格 

77dtex／24f。 

拉伸用VCA43A牵伸加捻机+热盘温度85"C，牵伸倍数3．3倍，牵伸速度40gin／rain。 

加弹用 VCA73假捻机，假捻温度 120"C，锭速 17万 r／mln，假捻度 3291捻／米。 

1．3 热性能与流变性能澳4试 

经SHL一60双螺杆混炼挤出机井漫造粒的树脂，分别用 DT一300型热分析仪和岛津 

AG一2000型流变仪进行热性能和流变性能测试。 

1 4 染色性能测试 

染色条件：染料质量分数 1％(对纤维重)，浴比 1：20，染色温度 100"C沸染，染色时间 O～ 

300mi．。 

上染率用721型分光光度计按前苏联标准测试。 

色牢度参照GB3923—83标准进行测试。 

2 岩果与讨论 

2．1 热性能 

通过图 1两条未改性聚丙烯树脂和图 2可染型改性聚丙烯树脂的 DSC曲线比较可以看 

出：改性剂的混入改变了聚丙烯原来的热性能，熔融热增加，但对熔点的影响不大，这是因为 

改性剂的加入，增加了聚合物的掏象熵，通过DSC曲线比较还可以看出改性剂的加入使熔融 

聚合物的起始结晶温度和最佳结晶温度上移。这主要是因为加入的改性剂具有较高的熔点， 

稍低的过冷程度就可以形成晶核，使聚丙烯分子得以在其表面进行结晶增长。 

图1 未改性 PP的DSC曲线 图2 改性PP的DS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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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流变性能与可纺性 

图 3—1 260℃ 时的流变曲线 

从图 3的流变曲线中可以看出，加入改性 

剂以后对聚丙烯树脂的流变性能稍有影响。在 

纺丝所采用的切变速率范围(300～3000／8) 

内．改性聚丙烯与未改性聚丙烯有较好的粘度 

重和性，纺丝工艺无需做特殊调整。根据高聚 

物共混原理．当两个热力学上互不相容的高聚 

物共混时．体系呈异相共存结构。以这样的体 

系纺丝时，各组分的流变性均对体系的成纤性 

能、可纺性有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只有在 

共混体系的各组分在设定的纺丝条件(T， ) 

下，熔体粘度间关系符合 性剂≤惶 体，即 

在纺丝时，分散相(改性剂)熔体粘度接近或略 

低于基体(PP连续相)熔体粘度时，共混体系才有可 

本研究中新采用的共混改性剂与高聚物共混原 

理所述是一致的。 

2．3 染色性 

(1)分散染料可染性 

本研究分别采用分散大红s一3GFL、分散 

兰BGFS和分散橙三种分散染料对常规聚丙烯 

纤维和共混改性可染聚丙烯纤维进行染色，得 

到等温上染曲线(图4)。由图可以看出未改性 

的聚丙烯纤维几乎不上染。共混改性的可染聚 

丙烯纤维染色性能的确明显改善。大约在 加 

分钟内达到上染平衡，平稳上染量则因染料而 

喇 

图3—2 275℃ 时的流变曲线 

0 l0 211 4O 50 60 

￡／rmn 

上染量： 染料 g，lO00g纤维 

图4 分散染料等温上染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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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共混改性聚丙烯纤维，由于异相高聚物在纤维中呈粒子或散纤状态，它使聚丙烯纤维的结 

构变得疏松．增加了纤维的松散无序程度 ，在纤维内部形成大量的相界面，这些内表面有较 

高的能量。染料在异相高聚物中除了形成固溶区外，还得优先浓集于这些高能表面上，使聚合 

物染色所能达到的饱和值大大提高。 

分散染料上染共混改性聚丙烯纤维，下面两种作用机理 时发生作用，其一是纤维表面 

的染料分子，通过丙纶的无定形区或纤维表面的亚微观孔隙扩散，逐渐浓集于相界面上或微 

纤体内，形成固溶区，其二是染料分子的扩散靠芯吸讥理进行：即微纤的尾端部分位于纤维 

表面而起到毛细管的作用，染料沿异相高聚物的微纾通道渗透到纤维俸南“]。 

不同染料影响平衡上染塞的原因是由于染料结构不同，在染浴中的溶解度不同，染色推 

动力不同所致 

(2)阳离子染料可染性 

离子型染料染色过程大体分为三步：①染 

料离子由染裕向纤维表面扩散；②染料离子由 

纤维表面向纤维内部迁移扩散；③染料离子与 

纤维上的染座发生离子键结合并固着。其中第 

二步扩散速度最慢，是决定上染速率及平衡上 

染奉的关键。共混改性丙纶，既提供了染料离 

子向纤维内部扩散的通道．叉为阳离子染料提 

供了上染的染座，度阳离子染料上染变为可能 

在常压染色时，纤维的染色实测值低于理论计 

算值。说明纤维中还有部分染座尚未释放出来 

与染料粘合。在染浴中加入某种渗透荆，可以 

提高染料的可及性．从而提高上染速率及上染 

量。实验曲线图5可证实这一点 

2．4 匀染性与色牢度 

为考查可染聚丙烯
— —  

纤维染色的均匀性．对 抖牢度硬目 

分散染料染色的纤维进 耐摩擦牢度 ! 
行横断面切片井拍摄显 

微照片。从纤维的横断 耐洗色牢度 毛市沾色 

面照片可以看出：常压 

可染聚丙烯纤维的 染 耐水色$度 

性，匀染性均良好．染料 槔布洁色 

已进入到纤维内部，无 色择变化 

环染现象出现。 牢度 

分别选用分散黄、 — —  

J 一 ．

。 
⋯ 染 巳时亲nu曲染剜 

一 兰三 ：：： ．， FG 

图5 旺高子染料等温上染苗线 

表 l 染色车乏等毫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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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兰、分散绿、福隆红和孔雀绿阳离子染料，分别对可染型聚丙烯纤维织物常压染色，并参 

照 GB3923—83标准对染色织物的几种色牢度进行测定，测定结果如表 1。 

3 结论 

(1)采用共混方法生产可染丙烯树脂及纤维的工艺路线生产过程简单．比其它改性方法更 

可行； 

(2)可染型聚丙烯树脂具有良好的可纺性； 

(3)可染聚丙烯纤维制造具有良好的分散染料和阳离子染料可染性，染色均匀性和透染性， 

染色牢度较好，能满足纺织加工和服装面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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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spersion Dyes and Anionicdyes Dyeable Polypropylene Fibers 

Lin Fuhai，Xu Dezeng，Guo Jing，Du xuan 

(I)ept of Applied Chem．andMater．Eng．．Dalianlnst．of1AghcInd．．Dalian，116034) 

Abstract The microstructure of polypropylene is highly regularly arranged，so the polymer can 

not be dyed in conventional method．W ith polyme~ blending．the dyeable po|ypropylene resin is 

manufactured Heat periormance，rheolng ical properties， spirmability and dyeing behaviour of 

blend dyeable polypropyleaae resin al'e’studied for its industrialization．It shows that this 

polypropylene possesses high spin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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