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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纶染色的发展与展望 

苎 ．堂查直 
(中国纺织大学 200051) 了S 3 t 

【摘 要】 聚雨烯纤维(丙纶)自50年代问世以来，其难以染色的性能曾阻碍 了它的发展．因 

而一直是纤维制造商和染色工作者关心的课题。但丙纶的特殊性能和近年来细旦丙纶的开发使它 

在服装领域崭露头角，有力地推动丙纶的发展，促进对丙纶染色的研究。在夸后若干年里．丙纶的染 

整加I将成为染色I作者十分关 和致力研 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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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丙纶．即聚丙烯纤维，自5O年代问世以来 

曾迅猛发展，但由于其难以染色的性能又阻碍 

了它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细旦丙纶的发展，扩大 

了它的用途，使它再次迅速发展，至 90年代初， 

其产量已占世界合成纤维产量的 12．7 ．与涤 

纶、棉纶和腈纶一起成为当代世界四大合成纤 

维。丙纶能有今日这地位 ，除了它原材料价格低 

廉外，还有一般纤维难以比拟的优越性能。它具 

有膨松性、良好的抗污性、耐磨性和回弹性以及 

静电聚集性低等优点，可以用于制作地毯和装 

饰织物；雨纶重量轻、隔热性好、洗时不起毡而 

适于制作毯子和悬挂织物；丙纶具有的高强度、 

高韧性、良好的耐化学性使其在宽广的工业领 

域中得以大展身手。近年来，丙纶在服装领域亦 

崭露头角。由于雨纶织物具有良好耐磨性、尺寸 

稳定性、低回潮率、易于干燥和质轻，以及良好 

的导湿蕊吸效应等特性，已被用于制作内衣、运 

动服、劳动服、睡衣、外套等服装的面料。而丙纶 

所具有的高耐化学性和易洗性，尤为适合作化 

学工业用的防护服。此外，丙纶还具有良好的吸 

收能量的性能．可用作军警所用的反冲击护身 

铠甲。鉴于以上丙纶的种种特性，丙纶内衣和制 

服已被美国军方广诬使用。但丙纶在具备耐污 

性和疏水性的同时也决定了它难 以染包的特 

性 ．这极大阻碍了丙纶织物进军服装市场的步 

伐，如何使丙纶获得满意的染邑效果以适应消 

费者多方面不断更新的需要．四十年来一直是 

染色和化纤技术人员研究的课题。 

2 丙纶的染色性能 

丙纶由丙烯分子聚合而成．由于其不含有 

极性基团，具有高度的疏水性 ．在普洒丙纶分子 

内不含有能与染料作用的染座 丙纶的等规虞 

很高，等规指数一般为 0．95或更高，具有很高 

的结晶度．染料能进入丙纶内部的空穴容积埙 

少，故丙纶曾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染”或“没有实 

用染包价值”的纤维 然而染包工作者根据丙纶 

的结构，采用携染剂或对丙纶进行表面处理．或 

进行纤维改性等方式，以达到染色的目的。 

3 丙纶染色的发展 

3．1 丙纶纤维的一般染色法 

在 5O年代后期和 6o年代初期．人们试图 

用现有的染料对聚丙烯纤维进行染色 。．并相 

应地进行了工艺改进，其中包括： 

3．1．1 还原染料染色 
一

般采用隐包体染色法．由于还原染料比 

普通分散染料分子量大，所获得的色谱有限．色 

泽不深，且重现性差．各种牢度亦不能令人满 

意。 

3．1．2 偶氮染料染 色 

先制备吸着色酚的被染物，随后进行重氮 

化以得包．但耐光牢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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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硫化染料染 色 

聚丙烯纤维先经隐色体上染，然后氧化发 

色。由于硫化染料仅在纤维表面产生相当程度 

的深色，并未进入纤维内部，因此摩擦牢度差， 

色谱范围和耐光牢度亦不能适应多方面的需 

求。 

3．1．4 溶剂染料染色 

油溶性染料很难制成稳定的形式．其染包 

虽然有比较全的色谱，色泽也较深，但干洗牢度 

非常差．大多数情况下耐光牢度和耐升华牢度 

也很差。 

3．1．5 分散染料染色 

在中性或敞酸性的水溶液中上染聚丙烯纤 

维。仅有一些精选的分散染料能够染得颜色。一 

般来说．包谱较窄．色泽较浅，存放时染料分子 

会向表面迁移。 

3．1．6 特殊染料染色 

带有线性一CH结构的染料虽能使聚丙烯 

纤维得邑．但不能染得深邑，而且染色牢度差。 

3．2 改性纤维的染色法 

正当染邑工作者们致力于寻找合适的染料 

和助剂时，丙纶制造商却将目光投向了丙纶自 

身结构的改造。试图在丙纶大分子中引入可供 

染料分子上染的染座和扩大染料分子的可及区 

间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 

3．2．1 酸性可染纤维 

(1)用少量乙烯基吡啶与丙纶单体共聚或 

者接枝到丙纶分子长链上去，然后用酸性染料 

或2：1金属络台染料上染。但乙烯基吡啶与聚 

丙烯相容性差．在酸性浴里由于溶解度大，易被 

萃取，且酸性染料对纤维的渗透性差，染色牢度 

不良，因此此渣仅在 60年代末 70年代初为人 

注意，后来逐渐被冷落。 

(2)用碱性聚酰胺或共聚酰胺改性为酸性 

可染聚丙烯纤维，并应用非碱性添加剂，能起到 

疏桧纤维结构的作用，以利于染料上染。 

3．2．2分散 可染纤维 

这类纤维一般在纺前将极性聚台物掺合到 

聚丙烯的熔体里．以改进纤维的分散可染性。理 

想的添加剂是无定形的或结晶程度很低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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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其长链上结合有慑性玳田．能与聚丙烯部 

分互容，熔点在 140 C以一 。这类纤维制造简 

单，易染得均匀包泽．并I_j质地透日玎．无需太多 

染料即可染得深包 但是此类纤维牢度不尽人 

意．纤维表面的轻敞损lf1j对染包效果影响很大． 

而且纤维在不同方向所获 色泽亦不同．所以 

这类纤维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发展极其缓慢。 

3．2．3 镍改性纤维(可媒染纤维 ) 

在纤维中含有金属化 物不仅可 增击Jl纤 

维的稳定性，同时也使±F维获得可染性 作为聚 

丙烯纤维可媒染的金属化台物有三类： 

①无机物 如铝、铬、镍、锌等金属的盐； 

②有机酸的盐； 

③金属有机化合物 

通常的媒染染料是酸性染料．一般有两点 

要求； 

染料具有良好的分散性并在酸性条件下易 

与金属螯合。 

金属络合物中络台物的形成受 pH值和温 

度影响很大，且高温时上染迅速．易造成染邑不 

匀，一般多用于印花。 

3．3 纤维改性方法 

以上各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丙纶的 

染邑性能，其改性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共聚、 

接枝、混合和表面处理等。其一般原理是： 

3．3．1 共聚 

与烯烃共聚的有酸比或碱性基团，藉 分 

别获得碱性或酸性可染效果。但是这些饭陛基 

团会钝化聚烯烃生产时所用的齐格勒 q塔催 

化剂，使共聚效率不高．并且艟大地降低了聚雨 

烯的结晶能力．影响聚而烯纤维的物理机械陛 

能，降低抗腐蚀性，增加成本，故难以获得商业 

化生产。 

3．3．2 接 牲 

将具有接受染料能力的链段， 共价键嫁 

接于聚合物分子的主链上，且在接枝聚台中，一 

般采用过氧化台物或偶氮化台物，应用过氧化 

反应或臭氧化反应．井以电子束或 射线 、核 

辐射 等作为引发剂。与共聚相比．接枝不影响 

聚丙烯分子主链的形成．它不但提高纤维的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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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性能．同时提高丁回潮率，但成本较高。 

3．3．3 混合 

在聚丙烯培c本中混入可染聚合物，喷丝后 

均匀分布在纤维中．将其染色便可以得到很好 

的效果 据弥这种纤维染包后耐光牢度、耐洗牢 

度均佳．『旦对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有影响。 

3．3．4 表面处理 

系丙纶纤维中引入酸性基团的方法，包括 

卤化、硝化、氯磺化、磺化和磷酸化反应。由于引 

入了羧基．纤维具有碱性可染性，同时亦能用分 

散染料上染。忸这会引起丙纶的降解．而且试剂 

的毒性以及反应均匀性的控制问题也较难解 

决。此外。也有月j某些化合物的蒸汽处理．如用 

NO 、有机异氰酸酯的蒸汽等 

4 丙纶染色的现状和展望 
近年来随着细旦丙纶的迅速发展，丙纶在 

服装行业巾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由于丙纶的某 

些特殊性能和优点为其他纤维所不及，这太大 

促进丙纶的生产和发展 同时由于丙纶在服装 

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提高丁人们对丙纶面料的 

包彩和舒适方面的期望，这些远不是纤维制造 

者利用着包纺丝所能解决的闸题，而是迫切需 

要染色工作者(或与纤维制造者合作)在丙纶的 

染整加工方面有重大突破。 

到目前为止．雨纶的染整加工仍是一大难 

题。研究丙纶的染色方式赊原液着色(着色纺 

丝)、纤维改性和未改性纤维的特殊染色以外， 

也有人研究利用等离子体加工技术来提高丙纶 

的染邑性能 总而言之，丙纶着色纺丝色谱单 

调．且不易均匀；而纤维改性则不仅成本高．而 

且由于改性剂的加入而影响丙纶的基本性能； 

等离子体技术离生产要求差距尚大。因此，目前 

研究未改性丙纶的染整加工课题．主要致力于 

利用台适的染料邗助剂+寻找台理的途径进行 

丙纶染包． 能够选到一定的实用要求；此外， 

利用丙纶的混纺织物进行染整加工．也有利于 

产品的开发。笔者已经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 

试验．并取得丁显著效果。在今后的若千年里， 

丙纶将在服装加工中孵到更广泛的应用．它的 

染整加工将会成为引人注日的深题．经过坚持 

不懈的努力．定会有重大n 突破和发展。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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