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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后进行研磨，每研磨 l0转调合一次，共研 

磨 30转，将物料收集待用。试样重复上述操 

作。将二者进行刮纸样 比较，确 定着色力。其 

评定方法与颜料着色力评定方法相同。 

4．该刹定 方法与常规测试方法及 塑料 实 

际应用的差异 

采用上述测定方法．常规测试方法及塑料 

实际应用 试样品的着色力结果如下表。 

酞菁绿 G 酞菁蓝 BGS 固美透红 A3B 

方法 1 70 80 98 

方j击2 、 10o一105 100—105 98 

方法 3 70 80 98 

注：方法 1为本文介绍的方法 

方法 2为常规测试方法 

方法3为在p、rc软片中应用结果 

着色强度以所选用的相应的国外标准为 

i00％ 。 

由上述三组铡定结果看，该方法基本与塑 

料实际应用结果相一致。由 C．I．pigment Red 

177结果看，国产固美透红 A3B的分散性 已达 

国外同类产品水平。 

三、i,-t~ 

1．在试验中发现，当平磨仪压力馆持 1KN 

时，分散性差的颜料在低研磨转数下仍能较好 

的分散，以致授I定结果高于塑料实际应用。 

2．当压力降为 0．5KN 时．分散 性差 的颜 

料提高研磨转数能使颜色加深，但达不到生产 

厂家方法所达的深度．而高于塑料中的实际应 

用。当超过 50--60转后，结果不变化。 ‘ 

四、结论 ’ 

l_当平磨仪压力为 0．5KN，研磨转数为 

10×3时．其着色评定结果与 PVC软片着色结 

果基本一致。 

2．该方法与塑料实际应用相配合使用，而 

不必每一批出厂产品都做塑料实际应用验证。 

3．奉方法只能用于粉末状颜料的检测。 

(收稿 日期 n9。6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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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中研究了1，4．双对正十二烷基苯胺基蒽醌用于未政枉丙纶的染色．讨论了袁 
， 面活枉荆种类和用量及温度等因素对染色结果的影响，得到良好的染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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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dyeing conditions of 1，4-di—p-n-dodeey|anilino anthraquinone on 

polypropylene fibers have been studied．Some effecting factors such as the kinds and amounts 

of detergents 4and the temperature of dyebath have been discussed．Good results 0f dyeing 

haVe obtained． 

一

、前言 

丙纶自问世 以来发展很快，目前已成为四 

大舍纤品种之一，近年来，纤维级聚丙烯作为服 

装面料所具备的一些其它纤维无可比拟的优 良 

性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关注，发展潜力很 

大 ． 国 内在此领 域 的研究也 已取得较 大进 

展 。 
- 

●  

丙纶纤维自身缺乏极性和功能性基团，染 

色困难，原液着色和丙纶改性后染色均不适应 

丙纶在服装工业上的应用，因此研究开发适合 

于丙纶纤维染色的染料及其染色方法已成为一 

个重要课 题 本文 中利 用 自己制备 的 1，4一双 

对正十二烷基 苯胺基葸 醌染料 对未改性丙 

纶进行了染色研究，得到较好的结果。 

二、实验部分 

1．原料厦试 剂 

1．4一双正十二烷基苯胺基蒽醌为自制，丙 

纶丝为辽化生产，分散剂为安阳助剂厂生产，其 

余试剂均为市售化学纯。 

2．染液 制备 

(1)溶剂溶解法：在 lOOrrd烧杯 中加人准 

确称取的 l，OOg染料和 2Oral四氯化碳．待染料 

溶解后，加人浓度为 0．Ig／ml的吐温一40水溶 

液 16ml和去离子水 401111，搅拌下加热逐渐挥 

发出四氯化碳，得澄清染液，倒人 100III1容量瓶 

中，少量去离子水洗涤后一并倒人，补充去离子 

水至刻度，摇匀。 

(2)直接乳化法：在 50mi烧杯中加人准确 

称取 的 5．OOg染料和 20III1浓度为 0．4g／ml吐 

温一4D水溶液及碱术素 3．5g，90℃下剧烈搅拌 

乳化 1小时，将乳化液倒人 250mi容量瓶中，少 

量去离子水洗涤后一并倒^，补充去离子水至 
； 

刻度，摇匀。 

3 染色 

取 1．Og丙纶丝，按选定染色条件染色，利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上色率。 

三、结果与讨论 

1．染色方式 

’丙纶的软化点较低，在 140～16o℃ 之间， 

因而染色温度不能过高。本文中选择常压下水 

溶液染色方法，在不超过 1001；下染色。 

2．囊液剞备 

由于所用的染料熔点较低 】，因而不适宜 一 

采用通常用于制备分散染料染液的砂磨方式， 

为得到确定浓度和分散均匀的染液．本文中采 

用下述两种方法：溶剂溶解法和直接乳化法。 

(1)溶剂溶解法：将染料溶于适量低沸点 

有机溶剂中， 加人增溶用的表面活性剂、分散剂 

及少量水，剧烈搅拌下逐渐升温挥发出有机溶 

剂得到澄清染液。该法各物料量容易控制，便 

于谓节，有机溶剂可以回收重新利用。 

(2)直接乳化法：在加 热及剧烈搅 拌下使 

染料与适量乳化剂直接混合可以制得分散均匀 

的染料乳化浆，染色过程称取适量溶 于水 中即 

得染液。该法可省去有机溶剂。 

3．染色奈件 

(1)增溶剂：由于本文中所用的染料含有 

强疏水性基团．水中溶解性很差．因此必须在适 

当的表面活性剂存在下增溶分散才能分散于水 

中制成染液，本文 中选用以下三种表 面活性剂 

为增溶剂进行对 比实验：吐温-4O，十二烷基苯 

磺酸钠，吐温一40+乳化剂 oP一4(4：1)，结果如 

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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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盈-蚰 O 十二烷基苯蟊}酸钠 

吐温 一40+OP-4(4：1重量比) 

染搭 措 比l ∞ 色度 t％dw(Y~1)温度 l00℃，z小时 
l 

圈 1 增溶荆对染色的影响 

从 图中看出，三条曲线趋势相同，随着增溶 

剂用量增加，上染 率均逐渐递减。对于三种增 

溶剂，以非离子型的吐温一40效果较好，阴离子 

型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铺的上色率较低。采用吐 

温一40与乳化剂OP-4的复配物是为了利用OP- 

4较强的烃溶性来溶解分散染料．从而降低总 

的表面活性剂用量以利于上色率的提高，但实 

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并不可行，少量 Ot)-4的存 

在即可使上色率太为降低。 

增溶荆用量少有利于染料上色率的提高， 

但其匀染剂台受到影响，如表 l，通过实验．其 

用量在 2g／L左右较为合适。 

衰 1 匀藏性与增；辞捌用量关系 · 

用量‘g／L)l 0．25 j 0．50 1．0 Z．0 4 0 
诅．40 l罄 I差 一般 好 好 

O 80"C 吐温．40 2g／L 

圈2 不同温度下的上染曲线 

(2)温度：图 2中为染 料在不同染色温度 

下的上染 曲线。在 80℃ 下染料的上染速率较 

慢，蝎染率也很低；当温度在 90℃以上时，染色 

速率明显加快，竭染率有较太增加。表明随着 

温度升高，丙纶分子热运动加剧，纤维内无定形 

区扩张，便于染料分子的吸附及向纤维内渗透 

扩散．有利于染料的上染。 ． 

(3)分散剂：使用分散染料染涤纶、醋酸纤 

维时，分散剂的加入 可以起到增溶、分散、防止 

染料颗粒絮凝等作用。本文中分别使用了五种 

分散剂进行丙纶染色实验．结果表明染浴 中加 

入适量的分散剂尤其是术质素磺酸盐类分散剂 

可以起到匀染、增加上色量的作用，且蹦碱木质 

效果最好，而萘磺酸甲醛缩台物类的几种分散 

剂效果不显著，见表 2。这可能是 由于木质素 

磺酸盐能与染料形成键能较高的氢键，从而具 

有较萘磺酸甲醛缩合物更好的耐热穗定性，在 

染色温度下．仍可以保证具有较强疏水性基团 

的染料能够分散均匀、不凝聚 

袁2 分散剂的}乍用*a 

分1救剂 上色率％ 上色率变化量％-b 

54．4 ’ 

MF 54．7 0．3 

CNF 55．8 1 4 

NNO 54．6 O．Z 

酸木素 62．7 8 3 

碱木素 64．a 9．9 

从而具有较好的匀染 性。 由于分散剂的加入． 

可以适当减少染浴中增溶剂的用量，降低染色 

平衡后染液中溶解的染料量，从而提高染料的 

上色率。但分散剂的用量也应适当．过量加入 

也会使溶解的染料量增加．纤维得色量降低，如 

图 3 

吐盈．40 2．odl， 90'C 2小时 

圈3 酸术寰用量的影嘲 

(4)盐敷应：图 4中表明在染浴中适量加 

的 ∞ 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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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可以起到促染作用，其上色速率及竭染率均 

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染浴中离子的存在 

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其作用机理尚有待进一 

步研究。 。。 

o 加 盐 50％01w ·未 加 盐  

吐温-40 1．5slL l0o℃ 碱木紊 0．5 L 

围4 食盐的作用 

(5)色度 ：图 5为纤 维得色量与染浴初始 

浓度关系曲线。在一定条件下，适量增加染浴 

浓度，纤维得色量提高，可以染得深色。表明由 

于染料分子结构 中古有较长的烷基链 与聚丙 

烯分子问存在着较强的分子间作用，因而染料 

分子与丙纶纤维问亲舍力较强，而 目前使用的 

染料一般只能染到浅、中色0，。 

四、结论 

1．由于 l，4．双对正十二烷基苯胺基蒽醌 

分子结构-中具有较长的烷基链，与丙纶链有结 

构相似性，巯水性强，可与丙纶纤维间形成较强 

的分子间作用力，可用于未改性丙纶的直接染 

色，且可染得深色。 

2 在适 当的染色条件下，上述染料在水溶 

液中用于丙纶染色，得到较好的上 色率。-如在 

下述染浴条件下 ；色度 1％ owl，浴 比 1 80，吐 

温 40 1．5g／L、碱术素 0．5g／L、氯化钠 50％ 

owl、100℃下竭染率可达 72％，匀染性 良好 且 

染浴可以循环使用。。 

3．由于 1，4一双对正十二烷基苯胺基蒽醌 

熔点较低，不适于采用砂磨方式制备染液，实验 

中采用溶剂溶解法和直接乳化法，效果 良好。 

8 
乏 

■ 

葚 

蝌 

1oo℃，3小时 

围 5 得色量与初婚浓度关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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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一二氯苯 甲醛的工艺改进 

2，6．二氯苯甲醛是由 2，6．二氯苄叉二氯进 

行水 解而得。Fierz David的染料化学 中是 将 

2，6一二氯苄叉二氯在 98％浓硫酸中于 55℃水 

解，然后用水稀释，再经水蒸汽蒸馏而得。还有 

采用氯化亚铜或氯化铜为催化剂于 130℃进行 

水解 El本保土谷公司提出专利以碳酸锌为催 

化剂，其优点是能够降低水解反应温度，缩短反 

应时间，以高收率和高纯度得到2，6一二氯苯甲 

醛。例如，在 200L搪玻璃反应釜中加^ 33kg 

2，6．二氯苄叉二氯及 0．03kg碳酸锌，在搅拌下 

于 儿5～ 12O℃ 滴 加 2．7L 水，速 度 每 分 钟 

7．5ml，搅拌 6小时进行反应。向反应液中加^ 

80L甲苯，在搪玻璃过滤器中滤去催化荆碳酸 

锌，再将反应液中的酸用碳酸钠溶液中和，减压 

蒸馏出甲苯后，再在 氨气 流下减压 蒸馏，得到 

24．Okg 2，昏二 氯 苯 甲醛，熔 点 为 鹋．0～ 

69．5℃。收率 95．6％，纯度 99．1％。 

． (张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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