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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对可染聚丙烯纤维的可染性及流变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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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用于可以用分散性染料进行染色的聚丙烯纤维的添加剂，对加人添加剂的改性纤维 

进行了染色和流变性能的研究。结果表明添加剂能够满足可染丙纶的染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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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yeability and rheology of dyeable polypmpylene fiber with additives are investigated It 

shows that the additive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yeable po[ypylene fiber applicable to dispersion 

dyestuff 

聚丙烯纤维分子结构紧密、分子链上没有与 

染料分子结台的基团，因此染料分子难以渗透并 

固着在纤维内部．其纤维或织物无法用常规方法 

进行染料 或印花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聚 

丙烯纤维在服装领域的应用，因此解决其可染问 

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国内外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其中 

利用共混纺丝技术，使含有亲染料基团的聚合物+ 

作为添加剂混合到聚丙烯纤维中，使纤维内形成 

一 些具有高界面能的亚观不连续点，使染料能够 

顺利渗透到纤维内部并与染座结台，是目前开发 

可染性聚丙烯纤维的最好方法之一 2。 

本文作者主要研究了适用于聚丙烯纤维可染 

的添加剂，添加剂要具备与聚丙烯树脂有较好的 

相容性，而且具有亲染料基团，使改性后的聚丙烯 

纤维具有用分散性染料染色的性能。经过反复实 

验，研制了一种添加剂，用这种添加剂制各的聚丙 

烯纤维，不但具有分散染料可染性，而且可根据要 

求进行拼色和印花。色光鲜艳、纯正、有较好的色 

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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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 验 

l，1 原 料 

聚丙烯树脂，70218，辽阳石化公司；添加剂， 

QGCL-6．大连轻业学院。 

1．2 实验设备与仪器 

纺丝机 ，KVL401，中国纺织研究 院；流变仪 ， 

日本岛津株式会社；高温染色机，上海纺织机械 

厂；722分光光度仪，上海分析仪器厂。 

1．3 实验方法 

将添加 剂与聚丙烯切 片共混，共 混 比为 

2％～7％(质量分数)从纺丝机的螺杆挤出机人口 

加入 ，纺丝温度控制在 250～270℃，经卷绕拉伸 

后 +用分散性染料染色。 

将添加剂与聚丙烯树脂共混造粒，在流变仪 

上进行测试 。 

染色过程用分散染料染色+将一定质量的染 

料经研磨后加入一定量的水中，再加入扩散剂及 

pH值调节剂调节后待用。将一定量的纤维加入 

染浴，升温过程为 20 rain加热到 100℃，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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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in，降温 20 min到常温，染后用水洗涤被染 

物，一并倒人残液，在特定波长下，用 722分光光 

度仪测量光密度，到相应的标准曲线上找出上染 

浓度，计算上染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添加剂对流变性能的影响 

加入添加剂以后，由于添加剂与聚丙烯树脂 

在熔融状态下混合，添加剂的粘度低于聚丙烯的 

牯度，在聚丙烯的熔融流动过程中，添加剂起到润 

滑作用，降低了聚丙烯的整体粘度。由于添加剂 

的热性能与聚丙烯树脂的热性能有一定的差距， 

在受热的过程中，添加剂首先熔融，使得在低剪切 

速率下，粘度的变化更明显。 

熔体粘度是熔体流变性能的表征，与纺丝成 

型稳定性密切相关。其流动曲线如图 l～3所示。 

／ 

图1 275℃时等规聚丙烯与共混聚丙烯流动曲线 

囤2 270℃时等规聚丙烯与共混聚丙烯流动曲线 

由图 1～3可见，在几个温度条件下，共混聚 

丙烯流体的表现粘度明显低于等规聚丙烯，既较 

小的应力可使流体产生较大的应变。说明共混物 

可在较低的纺丝温度下成形，这对于生产过程中 

节约能源是有利的。 

圈3 260℃时菩规聚丙烯与共混聚丙烯流动曲线 

将图中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可求出相应温度 

下的流体的非牛顿指数如表 1。 

表 1 聚合物流体 的非牛顿指数 

由表 1可见，共混聚丙烯流体的非牛顿指数 

大于等规纯聚丙烯，说明前者改性后的聚丙烯对 

剪切速率的依赖性小。这更有利于纺丝成型工艺 

的控制，试纺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2．2 添加剂对染色性能的影响 

加入添加剂以后，聚丙烯纤维的结构发生了变 

化。我们用分散黄、分散紫、分散红、分散兰纤维 

进行染色，得上染率与时间的关系如图4所示。 

、  

* 

群  

围4 染色时间与上染率之间的关系 

添加剂与等规聚丙烯的分子结构不同，其热 

性质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共混纤维内部两相之间 

存在着大量的相界面，界面之问形成大量微型裂 

纹及孔隙。这些孔隙为染料渗透提供了通道，使 

染料分子能够顺利渗透到纤维内部。温度升高， 
一 方面使染料分子和聚合物太分子运动加剧，运 

动能力提高，扩散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在高温下 

呻如 鲫 舯如 帅如 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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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剂与聚丙烯的加热膨胀系数不同，促使相界 

面间隙率延伸与加大，染料与纤维内表面接触间 

隙大大增多，染料向纤维内部的扩散速度加快，上 

染率提高。 

染色时间延长，上染率提高，但是上染率达到 

一 定值时，上染率增加幅度减小。这主要是因为 

随染色过程的进行，染浴内染料浓度与纤维内部 

的染料浓度差异逐渐减小，染料扩散能力下降 

所致。 

2．3 添加剂对染色牢度的影响 

可染聚丙烯纺织物按 GB3923--83等标准进 

行了染色牢度试验。测定结果如下表2所示。 

表 2 织物染色牢度(常压沸染) 

结果表明，可染型聚丙烯纤维及其织物的染 

色牢度均在 4级以上，可以满足服用要求。这主 

要是添加剂与染料有较好的亲台力，并且添加剂 

在共混加工中分散的比较均匀．与聚丙烯结台的 

比较牢固，这样在受到外部环境作用时．能够保持 

原来的状态。 

3 结 论 

掭加剂加入以后，由于共混物流动性及流动 

稳定性优于常规聚丙烯+这有利于纺丝行。纺出 

结论 

部内容出 

内容要点 

1)本 

题： 

2)对 

作了哪些 

3)本 

对于 

也可以没 

的纤维及织物，可以用分散性染料进行沸染或高 

温染色或印花，制品色光鲜艳、纯正、色牢度好， 

可以满足纺织加工及服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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