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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子蜡在远红外丙纶母粒中的应用 

钱芝龙 ； z、 

‘合成纤维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t 。。 4。 丁 c殳 

摘 要：以低分子蜡作分散剂．与陶瓷徽粉、聚丙烯村腊一起混合，经双蠕杆配程挤出机遗粒，制得性能 

优良的远红外丙纶母垃．研究了低分子蜡种类 播加量对冉瓷散粉的分散作用t E王厦最佳舔加量与冉瓷 

微粉粒径的关系．不同低分子蜡的热稳定性能 优化工艺厦配方，翻得的远红外丙纶母粒，可满足细旦高 

it燮 型 蜡 主蠢调：母粒■分散Ifl一冉瓷 丙埒圩堆远红外蝗 f 列丑 

远红外丙纶的制造方法有多种，母粒混配纺 

丝法(以下简称母粒法)是目前国内采用较多的方 

法之一，即先将远红外陶瓷微粉(以下简称陶瓷微 

粉)分散在载体树脂中，制成高浓度的母粒，然后 

再按要求将母粒以一定的比例与基体树脂混合进 

行纺丝一 。这些陶瓷微粉基本上都是亚微米级 的 

超细粉末，其本身极易聚集，很难分散。而陶瓷微 

粉在载体树脂中的分散好坏，不仅决定了远红外 

丙纶纺丝及后加工过程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对纤 

维及最终制品的质量也有较大影响。因此 ，母粒法 

远红外丙纶生产工艺的技术关键在于远红外丙纶 

母粒的制造 本研究采用低分子蜡作分散剂，用双 

螺杆配混挤出机制得分散性能良好的远红外丙纶 

母粒，并探讨低分子蜡的品种及添加量对陶瓷微 

粉在远红外丙纶母粒中的分散的影响、以及低分 

子蜡的最佳添加量与陶瓷微粉的粒径及添加量的 

关系、低分子蜡的热稳定性等。 

1 实验 

1．1 原料及设备 

陶瓷微粉 1 ，2 ，3 ；裂解型聚乙烯蜡(A)； 

聚合型聚乙烯蜡(B)；聚合型聚丙烯蜡(C)；裂解 

型聚丙烯蜡(D)；聚丙烯 。 

北京塑料机械厂产GH一10型高速混台机；上 

海化机 四厂 产 SHJ 35型双螺 杆配混挤 出机和 

SQ一2型塑料造粒机。 

1．2 母粒制备方法 

以聚丙烯作载体树脂，采用共混复配技术和 

熔融混炼方法，其工艺流程如下 

z 

l切粒l l干燥l l远红外丙纶母粒i 

1．3 分析测试 

分散性：用 Nikon显微镜观察母粒中的凝集 

粒子，测试方法按 GB／T l4190—93规定。 

陶 瓷 微 粉 平 均 粒 径：用 Beckman—Coulter 

I $230激光粒度仪测定 。 

热稳定性：用岛津热天平测试低分子蜡的起 

始失重温度、失重率达到 5 时的温度、温度达到 

250 C时的失重率。测试氛围：氮气，升温速率： 

10 C／min。 

应用性能：用 Karl Fisher复台纺丝机进行纺 

丝，观察母粒的可纺性和组件压力的上升速率。 

远红外发射率：用 IRE一1型红外辐射测量仪 

测试织物的远红外发射率，光谱范围 8～25．um， 

测试温度 50 C。 

2 结果与讨论 

2．1 低分子蜡种类及添加量的影响 

低分子蜡的种类繁多，性能各异，选择何种低 

分子蜡作分散剂主要依据母粒所用载体树脂的种 

类．其次是最终制品基体树脂的种类。要求低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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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与上述两类树脂具有良好的相容性 。本试验 

选用的两类树脂均为非极性的聚丙烯，所以选用 

非极性的裂解型和聚合型聚乙烯蜡和聚丙烯蜡作 

分散剂进行对 比试验 。图 1为低分子蜡种类及添 

加量对母粒凝集粒子的影响情况。 

兰 

繇 

图 1 低分子蜡种类及添加量对母粒凝集粒子的影响 

Fig 1 Et'fect of the varieties and addition of low—molecular 

On masterbatch aggtomerates 

从图 1可知，当低分子蜡添加量相同时 ，添加 

B的凝集粒子 比添加 A 的低；添加 C的凝集粒子 

也比添加 D的低。B和c均为聚合型低分子蜡， 

而 A和 D则为裂解型低分子蜡．可见，聚合型低 

分子蜡比裂解型低分子蜡的分散能力强。这是 由 

于聚合型低分子蜡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比裂解型 

低分子蜡窄得多的缘故。 

从图 1还 可以看出，当低分子蜡添加量相同 

时，总是添加聚乙烯蜡的母粒凝集粒子低。说明聚 

乙烯蜡对陶瓷微粉的分散比聚丙烯蜡好E 。 

由图 1还可以发现，无论添加哪种低分子蜡， 

随着低分子蜡添加 量的增加，母粒凝集粒子均表 

现为先降后升，从而存在着一个最佳低分子蜡添 

加量。产生这种现象是低分子蜡对陶瓷微粉分散 

所起的两种相反作用相互竞争的结果。 

2．2 陶瓷擞粉对低分子蜡最佳添加量的影响 

2．2．1 陶瓷微粉的粒径 

低分子蜡的最佳添加量与陶瓷微粉本身的粒 

径太小有关。表 1是陶瓷微粉平均粒径与最佳低 

衰 1 徽粉粒径与低分子蜡最佳j霸加量的关系 

Tab·1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le size and the optimum addi— 

tion 0f low．molecalar w■x 

陶瓷徽粉 平均粒径 m 最佳{藉加量． 
Ceramic particle Particle mean size The optimum addition 

分子蜡添加量的关系。 

从表 1中可以发现，低分子蜡的最佳添加量 

随陶瓷微粉粒径的减小而依次增高。 

2．2．2 陶瓷微粉的添加量 

低分子蜡的最佳添加量除与陶瓷微粉的粒径 

有关外，还与陶瓷微粉的添加量有关。图2展示了 

陶瓷微粉添加量分别为 3O 和 4O 的母粒的凝 

集粒子与低分子蜡 (B)添加量的关 系。 

B1霸加t ． (Addition of B) 

图 2 陶瓷微粉添加量对低分子蜡最佳添加量的影响 

Fig．2 Eft'ect of the addition o ceramic part Jcle on t opti— 

mum addition of low—mo Lecular w且x 

从图2可以看出，陶瓷微粉含量 3O 和4O 

的母粒分别在低分子蜡添加量 25 和 3O 时达 

到晟低凝集粒子值。可见陶瓷微粉的添加量不同， 

相应的最佳低分子蜡添加量亦不同。因此，在其它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要使陶瓷微粉在母粒中获得 

最佳分散，必须根据陶瓷微粉添加量的变化而改 

变低分子蜡的添加量。 

2．3 低分子蜡的热稳定性 

远红外丙纶母粒在加工及应用过程中，须承 

受较高的加工温度，特别是纺丝时的温度高达 

250 c以上。因此，作为母粒主要原料之一的低分 

子蜡分散剂，其耐热性的好坏将会影响母粒及最 

终制品的质量。表 2显示了低分子蜡的起始失重 

温度、失重 5 温度和 250 c时的失重率。 

裹 2 低分子蜡的热稳定性比较 

Tab 2 Comparison 0f heat stability of low—molecular 

从表 2可知，无论聚乙烯蜡还是聚丙烯蜡，其 

起始失重温度 ，失重 5 温度，均是裂解型比聚合 

m 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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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低，前者的250"C失重率也比后者太得多。可见 

聚合型低分子蜡的热稳定性较好。 

2．4 母粒的性能及应用 

经优化工艺和配方，制得了陶瓷微粉分散良 

好的远红外丙纶母粒，该母粒不仅能满足细旦远 

红外丙纶的高速纺丝及后加工要求，而且制成的 

纤维质量也较好，能满足织造及应用的要求，母粒 

的性能及应用情况见表 3。 

裹 3 远红外丙鲍母粒的性能聂应用情况 

Tab 3 TlIe performance and Ihe application of far—infrared PP 

m lethaIch 

性崩(Pedorm~ce) 参数(Farameter) 

瓷 粉吉量： 30～50 
~ ramlc paructe eOntent 

凝集粒子／十 ·mg ll l～n ， 
Agglomerates ⋯  

S

可

p

妨
inn

性
ab】_i1v 良好 (G。od) 

组件压力上升速率／Pa·h 1 os 
Up—r&te Df spinning pack pressure ⋯  

DTY单墼 度／dte l_0 
Fineness DTY monofi~ament — 

PT 裂强度 N’d x ≥2 59 
breaRlng strefigth 

DTY断裂伸长 · ，～ 7 
Elongation at break 

级 遣 后加工性能 
Pe~ormance of weaving＆ after 良好 (Good) 

processing 

C- ： too ut 、so }aT n1TaTed ⋯ 1 vlI ∞ u s 

注 卷袭建度 0 500m／min{母牡舔加量 10 ～ 20 
(W inding speed{2 500 m／rain}Addition of m~ster— 

hatch；10 ～ 20％．) 

3 结论 

aJ不同种类的低分子蜡，对陶瓷微粉的分散 

能力不同 在相同品种的低分子蜡中，聚合型比裂 

解型好。在同一类型的低分子蜡中，聚乙烯蜡比聚 

丙烯蜡好。 

b 低分子蜡的添加量对陶瓷徽耪在母粒中 

的分散具有较大影响，并存在着一个最佳低分子 

蜡添加量。不同种类的低分子蜡具有不同的最佳 

添加量。 

c．最佳低分子蜡添加量与陶瓷徽耪的粒径 

大小及添加量有关，粒径越小，其在母粒中获得最 

佳分散所需的低分子蜡添加量越大；陶瓷微粉添 

加量增大，低分子蜡的最佳添加量亦随之增大。 

d．低分子蜡的热稳定性影响其在远红外丙 

纶母粒中的应用，裂解型低分子蝽的热稳定性较 

聚台型的差。 

参 考 文 献 

1 莫撮标．远红卦纤维厦生化保档纤维的开发与应用 塑料加工 

应用 ，1997 (3)：46~92 

2 刘拥君 浅谖远红外纤维的开发与应用．铸织科学 研究、1998， 

(3)：l5～ l6 

3 强卫如、魏作友．捌红花 塑料通用浓色母粒的研{}I．中国塑 

料 ．1996．10(6) 47～51 

4 张元暂，吴立峰t高骁等．低丹子蜡在碳黑母枉中分散原理韧 

探．高丹子工韭(台湾省)．1997．(2)：75～80 

5 郭良玉，刘大煜 吴立峰．聚己烯蜡在色母粒中的应用撵讨 塑 

料 ，1998，27( j 33～37 

APPLICAT10N 0F L0W —M 0LECULAR WAX IN FAR—INFRARED 

PP M ASTERBATCH 

Q Jan Zhilong ‘ 

(7"he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re Synthetic Fiber) 

Abstract：Using [ow—mo[ecular wax as dispersant mixed with ceramic partic[es and carrier resin—the high—quality far— 

Enfrared PP masterbatch can be obtained The eHects of the varieties and addition of]ow-mo[ecu[ar wax on the disper- 

sion of ceramic particles were studied．and the re[ationship between the optimum addition and the mean size of ceramic 

particles as wel1．The heat stability af different low—molecular wax was also studied．By optim Ezing the process and for- 

mulation—the resulting far—infrared PP masterbatch cad mee[the requirements of fine denier high speed sinning and af- 

terprocess Eng． The qua[ity appears [aM y good． 

Subject Terms masterbarch；wax dispersant ceraml s polypropylene fiber；far inlrared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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