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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聚丙烯纤维改性方法，重点阐述了等离子体改性法、助剂改性法和共混改性法对聚丙烯纤 

维的改性以及改性后的聚丙烯纤维所具有的新性能 ；强调应加强等离子体改性法、助剂改性法等新型方法的 

研究，以便开发出多功能聚丙烯纤维。 

关键词 ：聚丙烯纤维 等离子体改性 助剂改性 共混改性 

中图分类号：TQ342．62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1—0041(2003)06—0039—03 

聚丙烯纤维具有导湿性 、保暖性好 、卫生性能 

优 良、价格低且耐腐蚀 、抗霉变，具有优 良的加工 

性能和物理机械性能等优点 ，其应用范围 日益扩 

大。但聚丙烯纤维不含极性基团，与极性基团结 

合困难 ，为了提高其活性 ，拓宽应用领域 ，通常需 

要对聚丙烯纤维进行改性。作者综述了等离子体 

表面改性 、助剂改性和共混改性等方法对聚丙烯 

纤维改性以及改性后聚丙烯纤维的新性能。 

1 聚丙烯纤维改性方法 

1．1 等离子体表面改性 

等离子体表面改性法是一种新型改性方法 ， 

其效果好。等离子表面改性聚丙烯纤维可提高其 

表面的浸润和粘附性。金郡潮等⋯ 在固定条件 

下，改变气氛(氧气或氮气)对聚丙烯纤维进行等 

离子体改性 ，发现空气或氮气等离子体处理都能 

引入极性基团，形成新的表面结构，聚合物表面活 

性、吸湿性 、酸性和活性染料在聚丙烯纤维上的染 

色性以及纤维的着色性均得到提高，另外也能提 

高聚丙烯纤维 的亲水性，降低其接触角。氩是一 

种惰性气体，在氩等离子体处理聚丙烯后 ，由于氩 

等离子体释放 uV光 子有 足够 的能量，可 打开 

C—C键和 C—H键，从而形成 自由基 ，自由基能 

够重新组合，产生不饱和物或交联物，或改变聚丙 

烯的化学结构使等离子体能更快进入聚丙烯的表 

面，增加了聚丙烯的表 面反应活性 J，使聚丙烯 

表面具有更好的粘附性。另外，氮 、氧等离子体处 

理的聚丙烯能使聚丙烯表面具有活性基团，易于 

接枝改性，也能提高其粘附性_3 J。采用氮 、氧、氩 

等离子体处理聚丙烯纤维表面还能提高聚丙烯纤 

维的表面张力，其中氩处理效果较好 J。 

高分子聚丙烯材料在等离子体作用下 ，形成 

大量 自由基，从而提高了其活性。等离子表面改 

性方法应用于聚丙烯纤维改性 ，提高了改性材料 

的活性和染色性。 

1．2 助剂改性 

助剂改性聚丙烯纤维使其具有多种新性能， 

如抗冲击性能、抗静电性能、抗菌性 、消臭保健 、驱 

蚊性能等。窦强等 采用 0．25％ JB晶型成核剂 

改性聚丙烯纤维，加入成核剂改性后 ，生成改性的 

卢晶型聚丙烯纤维 ，降低了聚丙烯分子量及其分 

布 ，提高了聚丙烯纤维的可纺性，其抗冲击性能大 

幅度提高。Hoechst公司 开发的一种粒状抗脂 

肪族阴离子磺酸盐类静电剂 ，用于改性聚丙烯纤 

维能改善它的流动性、色料分散性和共混物的相 

容性。郭群等 研究 了复配抗静电剂对聚丙烯 

纤维的改性 ，纤维体积电阻率高，加入的添加剂促 

进了硬脂酸甘油酯 向纤维表面迁移，从而使聚丙 

烯纤维的抗静 电性得到提高。董秀洁等 将抗 

静电剂和阻燃剂添加到聚丙烯纤维中，产品的抗 

静电性和阻燃性均得到提高。 

利用陶瓷物质的抗菌功能改性的聚丙烯纤维 

有很好的抗菌性能_9 J。在切 片中共混有远红外 

辐射特征的陶瓷微粒改性聚丙烯纤维，制得 的远 

红外纤维具有保健的功效 ，而加入高 比重的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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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还可改善织物的悬垂性能 。̈。。将混有高浓 

度微细铜粉的聚丙烯和具有高浓度羟基的聚合物 

与聚酯混合 ，制成皮芯结构的改性聚丙烯纤维 ，具 

有消臭和抗菌性能 ，而含羟基的聚丙烯纤维除消 

臭外 ，还可兼作热熔性粘合剂 ，制成抗菌性无纺 

布。用铜粉作抗菌剂改性聚丙烯纤维，制备线密 

度较大的渔网纱，能防止海藻的粘附。 

马敬红等 11]采用一种碱性聚酰胺 改性聚丙 

烯纤维 ，经共混纺丝制成酸性可染聚丙烯纤维，其 

染色性能好，且色泽鲜艳 ，其吸湿性及抗静 电性 

能有所改善，能够满足 良好 的纺丝性能需要。关 

宇光等 采用驱蚊剂 、抗氧剂以及相对分子质量 

调节剂制成驱蚊母粒 ，然后将其对聚丙烯纤维改 

性得到驱蚊聚丙烯纤维，该纤维对人体安全 ，无副 

作用。另外还有阻燃剂改性的聚丙烯纤维具有阻 

燃性能。 

助剂改性聚丙烯纤维，提高了聚丙烯的活性 ， 

同时使聚丙烯纤维具有许多新的性能，改性后的 

产品不仅具有优良的可染性 、色泽鲜艳 ，还具有抗 

菌性 、驱蚊性和环保性等。 

1．3 共混改性 

聚合物共混改性 聚丙烯纤维的方法报道较 

多。汤俊宏等 通过加入第二组分与等规聚丙 

烯树脂共混纺丝 ，制得改性聚丙烯纤维，用分散染 

料和阳离子染料染色可染性 良好 、染色均匀 、色牢 

度好。毕海峰等 采用无机粒子共混改性聚丙 

烯纤维，该纤维具有电磁屏蔽效果。王艳忠等 

采用熔融纺丝法加入荧光粉 ，对聚丙烯纤维进行 

改性，制得的聚丙烯纤维具有持久 的荧光特性和 

荧光防伪性 。冯丽 刮̈采用添加陶瓷粉改性 聚丙 

烯纤维 ，得到远红外纤维 ，该纤维具有蓄热保温性 

能 ，同时也具有保健功效。Alishvcal等⋯ 用马来 

酸酐接枝的聚丙烯与聚丙烯共混 ，改善了聚丙烯 

的流动性 ，降低了该共混物 的熔体粘度及 出口胀 

大比。杨庆等 ’ 将一定比例的复配香料与载体 

分散剂以及特殊添加剂混合均匀 ，采用共混方法 

加入香母粒对聚丙烯纤维改性 ，得到的聚丙烯超 

细纤维具有芳香气味。苗盛等 ’ 以远红外聚丙 

烯废料为原料，制成再生远红外丙纶短纤维 ，其熔 

体流动性 、拉伸性 以及纺丝耐高温性能均得到提 

高。贺燕等 将聚乙烯与聚丙烯共混能改变卷 

绕丝中聚丙烯纤维结构 ，使聚丙烯纤维的卷绕丝 

断裂伸长率和可拉伸性均得到改善。 

共混改性法综合多种材料的优点，使聚丙烯 

的性能更加突现，大大拓宽 了聚丙烯纤维的应用 

领域。是一种有效的改性途径。 

1．4 其它改性 

聚丙烯纤维改性还包括氯化改性 、茂金属催 

化剂改性 以及填充改性。步怀天等 采用次氯 

酸钠氯化的方法对超细聚丙烯纤维进行表面改 

性 ，改性后的聚丙烯纤维在碱性介质中用阳离子 

金黄 X—GL染色，具有 良好的色牢度。聚丙烯纤 

维氯化改性 ，生产工艺简单 ，产品优 良，应用范围 

广 。 

人们开发了一系列具有独特结构的新型茂金 

属催化剂 ，并广泛应用于烯烃及其衍生物的改 

性中。采用茂金属催化剂改性后的聚丙烯具有更 

好的挤压加工性能 ，制得的改性聚丙烯纤维其微 

晶和微孔更小，具有优异的透明性与光泽，有较强 

的抗水渗透性和较好的透气性 。该方法将催 

化剂技术应用于聚丙烯改性 中，提高了聚丙烯纤 

维性能。 

W．C．J．等L24 采用十八酸处理的碳酸钙填 

料对聚丙烯改性，其抗 冲击力显著改善。Bodand 

V s等 使用含有碳酸钙填料改性聚丙烯纤维， 

其拉伸性能得到改善。 

2 结语 

用等离子体改性方法改性聚丙烯纤维，提高 

了聚丙烯纤维的染色性 、吸湿性 、着色性和粘附 

性；助剂改性聚丙烯纤维不仅使其具有优 良的可 

染性 、色泽鲜艳，而且还具有抗菌性 、驱蚊性、可纺 

性和环保性等 ；共混改性法综合 了多种材料优 良 

的性能 ，使改性的聚丙烯纤维具有很多特殊性能。 

聚丙烯纤维改性方法有多种 ，目前一方面应开发 

高效 、多功能助剂；另一方面 ，应加强各种改性方 

法特别是等离子改性法、共混改性法的研究，开发 

多功能聚丙烯纤维，扩大其应用领域，以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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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modified polypropylene fiber 

Fu Heqing，Huang Hong，Chen Huanqin 

(Research Institute ofChemical Engineering，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0) 

Abstract：The modification methods of polypropylene fiber were introd uced．The plasma modification，additive modification 

and blend modification were emphasized．as were the properties of pelypropylene fibe r after mod ification。Th ese new mod ification 

method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SO as to develop multi—functional polypropylene fiber． 

Key words：polypropylene fiber；plasma modification；additive modification；blend modification 

．．I国内外动态 

2002年日本合纤长丝非织造布产量 

据 13本化纤协会合纤长丝专门委员会宣布， 

加盟 7家公司 2002年合纤长丝非织造布产量 ，以 

面积计为 2 902 679 km ，以质量计为 79．006 kt， 

分别比上 2001年增加 3．2％和 0．5％。 

按各品种分 ，锦纶为 81 155 km 和 2 719 t， 

分别 比 2001年 减 少 8．4％ 和 15．0％；涤纶 为 

687 795 km 和 30 719 t，分 别 减 少 4．0％ 和 

2．6％ ；丙纶为 2 133 729 km 和45 569 t，分别增 

加 6．2％和 3．8％。 

上述 3品种 2002年末 的设备能力 为 13产 

327．2 t，比2001年末增加 3．2％。 

(编委 王德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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