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导数光谱对染料废水中邻氨基苯磺酸的测定 

4． 样品剐定 

把古有邻氨基苯磺酸的染料废水稀释后，按照 

与标准样完全相同的仪器测试条件绘制出染料废水 

的紫外光谱与导数光谱 (图4、图5)以及活性艳红 

K一2BP的导数光谱 (图 6){由 (图 4)看出，染 

料在紫外区有很强的吸收．而邻氮基苯磺酸含量较 

低．它的吸收完全被掩盖，用常规的紫外分光光度 

法无法检测。 (图 5、图6)可明显看到，采用导数 

光谱法，检测灵敏度的提高，很容易地把染料废水 

所含的邻氨基苯磺酸检测出来，并且染料试样混浊、 

有色对测定并未发生干扰。电回归方程计算出染料 

废水中邻氨基苯磺酸的含量为 2．64ppm。 

5． 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在邻氨基苯磺酸的线性范围内，5次测定结果 

的平均回收率和变异系数为99．03％和0．52％。 

四、与其它方法的比较 

对于芳胺的测定，常采用光谱法与重氮化偶合 

法。 

光谱法是根据芳胺能与氧化剂反应形成有色溶 

液，并且其色度与芳胺的浓度呈正比这一特点进行 

定量分析。这种方法不允许有其它能产生颜色的干 

扰存在，测定前必须对有干扰的芳胺或其它有色物 

质采取萃取分离的方法除掉，以免对测定结果产生 

较大影响。 

重氮化偶合法就是在酸性条件下，用标准的 

NaN02溶液重氮滴定。其它芳伯胺的存在也会参加 

重氮化，对分析结果产生干扰。对某些芳胺，还须 

与适当的组分偶合．制成可溶性偶氮染料．过程很 

复杂。 

采用气相色谱法对胺类化合物进行分析，以及 

大分子难挥发的化台物用液相色谱法分析．均可获 

得比较准确的结果。但是与导数分光光度法相比分 

析过程还是比较麻烦．而且购置仪器的价格也较高。 

导数光谱技术的应用有如下优点： 

1．对废水样品不用显色，减少了选择适当的溶 

剂来萃取处理这一繁琐步骤，可对样品直接测定， 

方法简便，快速。 

2．可以排除样品混浊、有色的干扰．以及部分 

芳伯胺的干扰。 

3 由于灵敏度的提高，可用于痕量分析。 

4．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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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纶织物的氯化改性及阳离子染料染色研究 

。一Le c 雾 、 
摘 要 本文探讨了次氯酸钠有效氟浓度、氯化pH值及氯化时间对远红外丙纶织物氯 ／ 

Research 07l the Chlorination of Polypropylene Fabric 

and Dyeing Cationic Dyes 

~nangJianfei Wu Weihua WangNaijun 

(Tianjin Institute ofTexti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Dept．ofTextiles，Tia in 

309160) 

Abstract The efteCtS of concentration of available chlorine in sodium hypochlorite solution， 

the treatment time and pH value on the degree of chlorination of polyPmpylene fabric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The optimum technology of chlorinating and Dyeing were obtained 

一

、 前言 

丙纶 (Polypropylene，PP)织物重量轻、保暖 

性好，特别是丙纶细旦丝 (单丝纤度<ldtex)手 

感好，有芯吸效应，导湿 (汗)透气性好，且不吸 

水．在服装领域已开始应用。远红外丙纶纤维是在 

聚丙稀熔融液中加入一定量陶瓷粉纺丝而成．除具 

有丙纶纤维基本性能外．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目前广泛用于服装制品及卫生保健用品。 

丙纶纤维不易染色目前仍是限制其广泛应用的 

主要问题之一。熔体染色法虽可获得有色制品，但 

只适于大批量生产，且在色谱上远远满足不了服装 

消费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丙纶染色改性的研究已 

有较长时阃，对其进行氯化改性目前较为引人注 

目，不仅改性剂原料易得、价廉、改性工艺简单， 

而且改性效果较为明显。 

氯化主要采用次氯酸钠在酸性条件下处理丙纶 

织物．反应历程主要有： 

NaCl0+2HC卜Naa+H2O+C12 C Cl+a 

RH+C1 R+HC1 R+c1 RCl+a 

上述反应在可见光的照射下得以进行。本文重 

点研究了远红外丙纶织物氯化处理及染色的最佳工 

艺条件。 

二、实验材料及实验方法 

1．织物：远红外丙纶针织物。 

2．染化料：次氯酸钠 (工业品)。盐酸 (化学 

纯)．阳离子金黄X—GL。 

3．设备：Ahiba高温高压染色机 (瑞士)，日 

立 330型分光光度计 (日本)。 

4．远红外丙纶织物前处理：远红外丙纶织物 

精练采用皂液2g／L，浴比1：40。沸煮30分钟，精 

练后的织物洗净，凉干备用。 

5．氯化处理：按氯化工艺要求移取一定量的 

次氯酸钠于烧杯中，浴比 1：40，用酸度剂调节溶 

液的 pH值，加人远红外丙纶织物，将烧杯盖好， 

在室温下氧化处理一定时问，然后用自来水洗净、 

自然凉干。 

6．氯化丙纶织物染色：采用阳离子金黄 x— 

GL染料2％ (ow1)．浴比1：40，pH=9．5(若 pH 

变化，将作具体说明)，于高温高压染色机上沸染 

60分钟，最后水洗、凉干 

7．g／s测定：将染色后织物用 日本 日立 330 

型分光光度计测出其最大吸收波长时的反射率 R 

值，利用Kuheka—Munk公式：K／S= (1一R) ／ 

2R，计算表面深度K／s值。 

8．氯化效果的检测：将氯化处理后的远红外 

丙纶针织物进行染色，测定织物的表观深度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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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屑过滤法染料废水处理技术及其设计 

值。K／S值越大．织物颜色越深，说明氯化效果越 

好。 

三、实验内容及结果讨论 

1．有效氨浓度对氯化效果的影响 

当氯化 pH=4．5及氯化时间6O分钟时，其有 

效氯浓度对氯化效果的影响如图1所示。 

从实验结果看，随着有效氯浓度的增加，K／S 

值开始呈上升趋势，至7．5g／L时趋于平衡，再增 

加有效氯浓度对 K／S值的贡献已不大，故较理想 

的有效氯浓度应为7．5g／L。 

2．氯化时间对氯化效果的影响 

当有效氯浓度 C=5g／L．氯化 pH=4．5时， 

圈 1 

氯化时间对氯化效果的影响如图2所示。随着氯化 

时间的延长，K／S值呈上升趋势，说明氯化反应需 

要有一定的时间，一般取 60分钟即可，时阚太长 

不利于应用。 

3．氯化pH对氯化效果的影响 

在有效氯浓度 C=5g／L，氯化时问t=60分钟 

时，氯化 pH值对氯化效果的影响如图3所示。髓 

着氯化 pH值的增加，K／S值呈下降趋势，这与氯 

化的机理相一致。即pH值愈低，次氯酸钠分解产 

生的氯气愈多，有利于氯化过程的进行。但 pH过 

低时，氯气生成速度太快，不利于操作，氯化也不 

易均匀，故pH可选为4．5～5．0。 

f 4 8 ”『 
． !值 ． 。 I 卜—

1卜—1『_ — — i 面 
图4 氯化丙纶织物染色pH值的影响 

4 氯化丙纶织物染色pH值对K／S值的影响 

采用有效氯浓度 C=5g／L，氯化 pH=4．5时， 

氯化时间t=60分钟的条件处理丙纶织物。染色时 

采用不同的 pI-I值，观察对 K／S值的影响，实验结 

果如图4所示。由图知，染浴 pH值愈高．K／s值 

愈高，故氯化丙纶织物的染色宜采用碱性条件，但 

pH过高易造成染料凝聚并产生沉淀．使得染色无法 

进行．所以pH值以不超过 9．5为宜。 

5，氯化丙纶织物染色时间对K／s值的影响 

采用有效氯浓度 C：5g／L．氧化 pH=4．5，氯 

化时间t=60分钟的条件处理丙纶织物，染色时的 

pH=9．5，观察对 K／S值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由图知．染色时间达到 40分钟已基本平衡， 

时间再长增加不多．为了安全，可延长到60分钟。 

四、结论 

1．远红外丙纶针织物的最佳氯化工艺为采用次 

囤5 氯化丙纶织物染色时间的影响 

氯酸钠有效氯浓度 C=7．5 L，氯化 pH=4．5～ 

5．0，氯化时间t=60分钟。 

2．氯化远红外丙纶针织物阳离子染料染色染浴 

pH=9．5较好。过高染料易聚集沉淀．过低染料上 

染率低，染色时以6O分钟为宜。 

3．阳离子染料氯化丙纶织物有色变现象，需经 

过筛选使用。 

参 考 文 献 

[】) 何为编．优化试验设计及其在化学中的应用．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社 (199s)。 

[2) B D Gul~a and A K Mukherjee．”Dyea e PoIypropy|ene Compo— 

sidon“， Rev．Pr0g Co]oratioa Vo1
． ， 19．7 (1989) 

【3] 王雪良译．关于聚丙稀瓤化的一些研究．印染译丛，No 2 

95—10O(1991)。 

】 唐志翔译，丙纶通过氯化方法用某些碱性的偶氮型分散染书} 

染色，印染译丛．No 2 7～I2(1996)。 

{收藕日期：1998年2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