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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丙纶 亲 水性 的研 究 

堕  笪兰童 东华大学(20。。51) 

摘 要 分析丙纶亲水性差的原盟，简要舟绍提高丙纶亲水性的几种主要化学方法 通过丙纶的亲水化改性处 

理，改变丙纶的分子结构或纤维的表面状况，可在保持纤维原有性髓的基础上改进丙纶的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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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丙纶，即聚丙烯纤维，具有质地轻、强力高、弹性 

好、耐腐蚀、不起球等优点，其独特的芯吸效应赋予 

其导湿性和保理性。其原料丙烯来源丰富，易于取 

得，生产过程也较其他合成纤维简单，生产成本较 

低。因此，该类纤维及其织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LI]。目前随着细旦丙纶的迅速发展和染色工作者 

及纤维研制人员对丙纶染色的不断研究，丙纶在服 

装面料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 但是丙纶用作衣料最 

大的缺点是亲水性差。为了改善丙纶的服用性能，必 

须改善其亲水性能。 

2 纤维的吸湿和吸水 

人体皮肤表面分泌的水分有两种形式，即气态 

的湿气和液态的汗水，相应地作为面料，纤维的亲水 

性能包古吸湿性和吸水性两方面含义，因此一般将 

纤维的亲水性机理分为吸湿性和吸水性两种。纤维 

的吸温性主要决定于纤维大分子的化学结构和结晶 

状态，即大分子上是否存在亲水性基团及亲水性基 

团的数量。纤维大分子在结晶区紧密地敛集而形戚 

有规则的排列，则会造成水分子不容易渗入结晶区。 

而纤维的吸水性则主要取决于纤维内微孔、缝隙和 

纤维之闻的毛细孔隙。 

在温热条件下，若要求服用舒适性，则需要减少 

织物与皮肤阚的相对湿度，这就要求纤维材料对水 

蒸汽的吸收量大，吸收速度快，尤其在大量出汗的情 

况下，需要纤维具有较高的吸温和吸水性能，并能够 

迅速地向外界释放汗水，使人体不会有闷热感。 

3 赋予丙纶吸水性的方法 
丙纶由丙烯分子聚台而成，分子结构中投有亲 

水性基团，且结晶度很高。由于纤维截面呈圆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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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致密，缺少微孔和缝隙，所 丙纶疏水性强。目前， 

国内外对提高丙纶吸湿性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丙 

纶进行亲水化改性。改性方法主要有：大分子结构亲 

水化法、与亲水化单体接枝共聚法、纤维表面亲水处 

理法、与亲水化物质共棍法和纤维结构微孔化法 

等[ 。 

3．I 犬分子结构亲水化法 

大分子结构亲水化的方法，就是通过聚台或共 

聚的途径，在丙纶大分子的基本结构中引进大量亲 

水性的极性基团，同时提高丙纶的吸温性和吸水性。 

但是丙烯与极性化台物共聚，效率相当低，共聚强烈 

削弱了聚丙烯的结晶能力，并使其熔点降低，这对纤 

维的物理机械性能有不良影响，所以亲水性单体的 

加入要适量，对纤维吸温率的提高也是十分有限的。 

3．2 与亲水化单体接枝共聚法 

选择具有亲水性的单体或聚合物作为支链，在 

丙纶太分子上接枝，可赋予丙纶亲水性能。细旦丙纶 

经Co 。或电子辐照后 ，与丙烯酸接枝，而聚丙烯分子 

主链的化学结构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纤维变细，扩大 

了比表面积，吸水性大幅度提高0] 辐照接枝法工艺 

简单，节约能源，无污染，可实现非液相低温加工。也 

常采用过氧化苯甲酰胺乳液引发丙烯酸或甲基丙烯 

酸，接枝到聚丙烯上，导入亲水性单体，降低它的表 

面张力，提高织物润温性。通过大气低温等离子体处 

理引发丙烯酰胺对丙纶进行接枝聚台，产生亲水性 

基团，形成吸温中心，能改善纤维的吸温性[4]。目前 

英国科学实验室已试验了一种稳定态的辉光放电等 

离子体反应器Ls]，只需在常压下操作 ，利用 CO：、H 

或 o 把聚丙烯的烃基转变成羰基、羧基、羟基等极 

性基团，可以昕显提高织物的亲水性，而且整个化学 

反应不可逆，吸湿性较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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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纤维表面亲水化处理法 

选择适当的亲水整理剂进行后整理，如丙烯酸 

系单体，通过引发游离基与纤维表面的大分子进行 

接枝共聚t或者用聚醚类或表面活性剂使它的疏水 

基部分吸附在纤维表面，亲水基部分伸入空气中，形 

成一层紧密而连续的亲水基膜，从而使织物变得易 

为水润湿和渗透，以提高纤维的亲水性 纤维表面亲 

水处理法十分简便，成本低廉，能够在基本保持纤维 

原有特性的情况下，增加纤维的吸湿性和吸水性，但 

缺点是亲水性不耐久。此外，也可以进行化学变性， 

如藉氯化、溴化、氯磺化作用以产生有限的水分接受 

位置。在酸性条件下用次氯酸钠进行氯化作用，这种 

处理有利于氯接枝到丙纶聚合主链骨架上，氯有利 

于水分接受，氯化丙纶的水分吸收作用增加。但要注 

意，该类处理可能引起强力降低“]。 

3．4 与亲水化物质共混改性法 

共混是在纺丝之前，把亲水性物质混人高聚物 

熔体，然后按常规纺丝方法进行纺丝，得到亲水性纤 

维。可以将聚丙烯酸酯类衍生物、聚乙二醇衍生物等 

与丙烯共混，也可以将聚丙烯与某些改性聚丙烯共 

混，得到亲水性纤维。这些改性聚丙烯由聚丙烯先经 

氯化或氧化，然后接上乙烯基毗啶或接上某种丙烯 

酸酯类化合物的共聚物而得到。 

3．5 纤维结构微孔化法 

纤维结构微孔化着眼于改变纤维的形态结构， 

使它具有许多内外贯通的微孔，利用毛细现象吸水。 

这种方法只能改善纤维的吸水性，对纤维的吸湿性 

没有改善。多孔聚丙烯纤维的制造方法是将聚丙烯 

与流动石蜡混合 ，熔融纺丝 ，拉伸热处理后浸渍在己 

烷中，再熔去流动石蜡。日本宇部 日东化成用这种工 

艺制得的多孔性微孔聚丙烯纤维的孔隙率高，表面 

积大，极大地提高了纤维的吸水性。也有人提出聚丙 

烯纤维在成形时可以利用聚合物晶形变化过程中体 

积的缩小(由 型转变为 型)来产生微孔。 

除上述方法外，还有化学氧化法，如东欧曾报道 

用硫酸铬或铬酰氯进行改性，增加丙纶表面层的亲 

水性，而原来的物理和机械性能不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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