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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 每呈 
在研究中，采用 [OO'C或 1201~标准授染工艺，对大 

量的分散染料进行试验。在不同染料浓度下进行染色试 

验 ，测出在某一染 料(Terapr[nt)下的上染率和面色率曲线 

如图 1所示 ，同时测 出染品的颜色 (K／S值)和牢度性能 

根据这些技术要求，选出具有良好综合性能的分散染料 

珥进一步进行工业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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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i t B1 M6Rr 染
． 固色曲线 

注 l时 间与温度关 系】35 mln+80℃·45 rain—IOOC，50 rain 

l20C ，玲 却 】10n,in． 

选择塑料最为重要的标准有， 

一 色泽的提升性(染坪性能)| 

一 目色速率| 

表 1 

取决于染色性能的染色温度 ； 一 

耐光牢度性能F 

一 其他色牢度性能(干和湿摩擦牢度)， 

一 生态环保概况． 

遗 就 表 明 ．只有通 过 试 验才 能 出其 染 色性 能 ，而不 能根据 

染料在其他聚音物材料 <如 PES)的性能加 推断．也不能把奄色 

及牢度性能与染料结构联系起来．事实上 一对于大多数染抖 -但可 

得到其商品名和一十化学结 拘的说明，通常，染抖生产商并 不公 

开染料的具体化学结构。 

所选用的照料列于表 1 这些染料色泽丰富，且性能台格。同 

时表 1还列出了相关的牢度性能及推荐的染料浓度范围．在鞍高 

浓度下染色，会降低得色量，尤其是摩擦卓麈性 能．田此．应限制 

染料谁度在饱和值 下 避免浪 费和降低最终质量，这是极其 

重 要的 ． 

这些染料技分为三组 ，单一组三 只染料组成■三原色．它们 

被认为是首要选择的染料．这三只染料上染速率相近 ．相互之间 

无形响 ，田此，它们之间的相容性好 ． 

第二组染料也具有报高的牢度性能．可用于各种染色工艺 - 

坦是这些染料在拼色处方中的相窖性未经兜分过驻。 

第三组染料具有优 良的耐光牢度性 能，但摩擦牢虚差 估计 

这可能是由于升橄染料在奸堆中过饱和引起的。一旦染料诳度超 

过饱和值 ，染料固色率降低．特别是摩擦牢度性能急剧下降．表 2 

说明在结定染料不同浓度下的得色量<K／S值)及事度性能。有 

些染料在很低的浓度下(如 0．5 w )就达到饱和值，雨另一些染 

料的饱和值则高得多(2w )．高饱和值的染料利于提高染挥性。 

在饰选这 些染料的基础上 ，开发与各种染色设备相配套的一 

系列染色工艺．_在 95"(2～l20CiR度范围内，可染性PP台嗳附分 

散染料，在 IO0"C高压下染色．不仅有较高的上 染速率 ．而且有时 

能提高得色量，这就是经拂选的分散染料 的 大功能． 

用于可染性 PP染色工艺中的分散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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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染料浓度为 1 F试验结果是在一特定的织物上所得 ，该试验数据对其他工艺无任何约束，且不能保证数据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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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染料浓度对牢度性隧和得色量的影响 

o．1 

0．5 

0．75 

l_25 

l_5 

32 

112 

135 

I67 

156 

154 

6 ~／S 4，5～s 
+ 4～ 4／5 4／5 

7+ 4～4／5 4／5 
7+ 2／2～ 3 3 
7+ 2，3 2，3～3 
7+ 2～ 2／3 2，3～ 3 

注： 料为 PalanltRedBF· 料英璺为葛醌型． 

浸染染色可采用不同染色设备 (喷射、卷染 、毁盘蝇状 

典 色机)，对各种材料 ，如纤维、纱线 、针织 、机织及地毯进 

行加工． 

以下标准的染料处方可推荐用于浸染 t 

浴 比 1#i0 

染料 1 

分散荆 1 g，L 

pH值 4．5～5(用 HAe调节) 

圃色温度 100℃或 120℃ 

时间 15~60rain 

还原后处理#1 g，L NaISIO．I 3 mL几 NaOH，在 3O℃ 

下处理 1 5mln。 

上 述 处方 中还 可 加入 其 他 添加剂 ，如 uV 稳 定剂 

(Cibatex APS或Cil~ st)，这些添加荆可提高染料的色 

牢度，包括一定的耐光牢度。 

针织物和机织物工业性非连续染色工艺 ，采用相似的 

处方在喷射和卷染染色设备上进行。 

连续性染色，如地毯染色，应先制备台适的染搭处方， 

并加人功能性助剂如增稠剂、润湿剂等。助剂应在相似的 

分 散染料染色工艺(如 PES染色)中使用的产品中选择． 

应该考虑开发具体的工艺作为工业化染厂的常规生产． 

这些经筛选的染料也可用于连续染色，染料的同色温 

度根据采用的染色设备在 100℃～12O℃进行 ．地毯的连 续 

染色可采用传统设备在 l0o℃汽燕同色 2～4 min，其得色 

量和牢度性铯与畏染染色相似。这些工艺只蔫一次承洗就 

可达到所要求的摩擦性船，省击了还原后处理． 

在可染性 PP上进行印花，经工业化试验证明，是完全 

可行的．当然，这需要先制备台适的印花处方，包括增稠 

、润湿剂的选择。在族城地毯和平纹(室内装饰)织物上 

进行印花的尝试业已得到验证。 

地毯印花采用与连续染色相似的=兼件，汽蒸固色时间 

不超过 4 min就可达到合适的得色量． 

对于平纹织物，同色需 在 l20℃下至少汽燕 15 m n， 

此色浆及同色工艺还有持进一步优化 。表 3给出了用于织 

物印花的一些染料及其牢度性能．这些染料的摩擦及耐光 

牢度优良，水洗牢度(色泽变化)台格，而其渗色级别尤其 

在耐纶和醋醋纤维上很低I干洗牢度很差，这不仅表现在 

印花努{物上 ，染 品上亦然 ．因此在应用时需对这些 因紊加 

以注意． 

表 3 分散絷料用于PP装饰织物的印花性能 

Tenl~ Yd]ow GWL 
Tenl~ 日I BGG 

T~aprint Ydh  2G叭 
T~ print TuMu0 G 

P自ImniI R BF 

4—5 3 4 5 

3—4 3 6 

； 卜 2 I 7 

3— 2—3 2 5 

该可染性方法可用于一系列纤维产 品及各种染色工 

艺，其良好的加工性能，为开发和设计聚丙烯新产品，提供 

丁广阿的前景。 

最初是在(地毯)纱的闻隔染色上的应用。由于产品不 

古重金属 ，因此它为 现在 Ni一改性聚丙烯提供 丁利于生 

态的选择。同时避免丁喷丝中的问题，具有更丰富的色彩． 

更明亮的色泽，染色时间短．由此绐产品带来生产产量的 

提高及优 良的牢度性能。 

该可染性方法也可用于地毡行业的其他应用方面。由 

于成本 的原因，人们并不希望 可染性 PP取代大批量的纺 

前染色 PP。而对于小批量的产品或生产，由于换色时生产 

掼耗大，加之于成本的原因，人们对纺前染色 PP的 趣渐 

小。可染性PP可供其选择，通过散皇f维或纱线染色，报容 

易地获得合适的颜色 。因此说，如果在最终产 品中将两者 

材料相结合，可染性 PP不应镀视为纺前染色产品的竞争 

者 ，而应作为其补充。 

可染性 PP黼成的地毯，在毁盘绳状染色机或连续 

色线上染 色或印花，从着色观点看 ，具有与 PA 地毡相 同 

的可染性，仅在色泽或各自染色上存在一些限制。可以预 

见，在这个领域中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优良的可循环 

性是一大优点，尤其是由于生态原因，与其他台皇于相比，更 

推荐使用PP． 

在其他领域，如室 内装怖业或服装业 ，很少或完全 不 

用纺前染色 PP。可染性或可印性皇f维可 怍为其他台纤如 

PA或PES的主要替代圭f维．可进行中细和非常细的可染 

性 PP纱线的喷丝及变形加工，获得新奇的时装化的产品。 

人们期盼着这些工艺进一步发展扩大规模，以提高其潜 

力。尤其是在某些特殊要求的合适的市场中，可染性纤维 

因其 同有的特点 ；情性性质 、低吸水 、舒适、绝缘 、芯吸性、 

低比重等而具有独特的用途 ．在这些应用中，其再循环的 

潜在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倒如当织物必须与其他聚烯烃 

材料相结合时，在某些应用 中如 汽车用纺织品，PP已越来 

越多地成为其选择的原材料。 

可染性和可印性 PP的潜在应用非常广阔，它面向各 

个纺织盘业，通过他们的经验 创造力，想象力，在不同的 

市场领域中，开发出新颖的时装化的产品。 

摘译自荚固t国际染印漂整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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