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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可染聚丙烯纤维的研究 

科研简报 

马敬红 梁伯润 许赤峰 郑利民 (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051) 

摘 要 

采用共混纺丝的方法，制备阳离子可染聚丙烯纤雄，并对其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PP，M 共混体系具有 良好的可纺性，纺制的纤堆上染率迭 95％以上 共混纤维有良好的力 

学性能，符合纺制加工的要求，并使纤维的吸湿性和抗静电性能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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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纤维具有比重轻、强度高、良好的保暖 

性及导湿性等优点．且原料广泛、价格低廉，但由 

于聚丙烯结晶度高，结构紧密，且分子上没有可与 

染料分子结合的极性基团，使其不能用常规的方 

法进行染色，大大限制了聚丙烯纤维在服用方面 

的应用。目前可染聚丙烯纤维的改性方法很多， 

较为成功的是共混改性法。我课题组在成功地开 

发了“酸性可染聚丙烯纤维”r“ 和“分散可染聚丙 

烯纤维”的基础上 ，又进行了阳离子可染聚丙烯纤 

维的研究。阳离子可染聚丙烯纤维具有色泽鲜 

艳、染料用量少等优点，并可与腈纶等混纺后同浴 

染色．具有很好的工业化前景。本文制备了一种 

阳离子可染添加剂(MPT)．经共混纺丝制成阳离 

子可染的聚丙烯纤维，并对其染色性能及力学性 

能进行了研究。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 

聚丙烯切片：Y2600，金山石化提供； 

阳离子可染添加剂：MPT，自制； 

增容剂：马来酸酐接枝聚丙烯( PP)，自制。 

冰醋酸(c．P．)．无水硫酸钠(c．P．)，醋酸钠 

(c．P．)，平平加 0，阳离子黄8GL、阳离子红5GN、 

阳离子蓝 RL、碱性品绿(均为商品染料)。 

1．2 共混纺丝 

1．2．1 小纺丝机试验 

将不同含量的眦T、增容剂 M-PP干燥后与 

PI】共混造粒，在日本富士公司的MsI℃一400型熔 

融纺丝机上纺制不同纤度的可染丙纶．纺丝条件 

如表 1。 

寰1 纺丝条件 

1．2．2 生产设备上的扩大纺盟试验 

将含量为 10wt％的 加 干燥后与 PP共混造 

粒，在意大利 FARE短程纺丝机上纺制了阳离子 

可染聚丙烯短纤维。喷丝板为 33000孔。四部位； 

熔体温度为260'~；拉伸倍数为3．1倍。 

1．3 染色性能测试 

1．3．1 染色工艺条件 

染色处方：染料 1％(o．w．f)；冰醋酸 3％(O． 

W．f)；醋酸钠 1％(O．w．f)；无水硫酸钠 5％ 一15％ 

(O．W．f)；平平加 0 0．5％(o．w．f)；浴比 1：100。 

染色工艺 ： 

加料 5 c保温(5m．m)】l五i 约95 c保 

温(90～100血 ) 4o℃水洗—。+皂煮—— 

水洗、烘干 

皂煮工艺：皂粉渡 2g／L．85—95℃，皂煮 

20rain。浴比1：100。 

1．3．2 皂洗牢度的剐试 J 

参考标准：IS0105--C03；1989耐洗牢度实验 

3；IS0105--C06；1982耐家庭和商业洗涤色牢度。 

1．3．3 均染性分析 

将染色纤维用 Y172哈氏切片器制取横向切 

片，用德国 Leitz公司的 vAmo—DR，I}10w 型 

偏光显微镜观察并摄影。 

1．4 纤维 回潮 率、比电 阻及 力学性 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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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及65％相对湿度下测定纤维回潮率；用 

YJ321型比电阻仪测定纤维试样的比电阻值；用 so 
一 1型纤维强度仪、I336Z~_型卷曲弹性仪等测试。 

1．5 纤维结晶度的测定 

结晶度的测定采用 D，MAx一3A x射线衍射 

仪。铜靶，镍 片滤光。测定 电压 37 5kV，电流 

4omA，扫描速度 2。，Ⅱ【in。 

2 结果与讨论 

2．1 共混纤维的可纺性和力学性能 

衡量丙纶可染添加剂的优劣，首先要看它与聚 

丙烯组成的共混体系是否具有良好的纺丝性能。一 

般来说，采用共混改陆法制备可染丙纶，其添加剂的 

含量不宜超过 10％，否则会影响其纺丝性能。 

表2 共混体系的可纺性 

从表2中可以看到：即使不添加增容剂，MPT与 

PP组成的共混体系亦有良好的纺丝和拉伸性能，添 

加剂的含量达到10％，也没有出现毛丝或断头等情 

况，长丝的纤度可做到2dtex以下(见表3)。这是由 

于我们制备的阳离子可染添加剂是一类聚醋离聚 

物，分子链 E含有的磺酸基团，与聚丙烯之间存在特 

殊的相互作用，因此二者有一定的相容性。另外，我 

们还成功地在生产设备上进行了扩大实验，结果也 

表明该共混体系有良好的可纺性。 

寰 3 共混纤维的力学性能 

从表 3中还可以看到，与纯丙纶相 比，改性后 

纤维的断裂强度略有下降，但完全能够满足后加 

工的要求。 

2．2 纤维的结晶度和结晶尺寸 

纯丙纶及共混丙纶的结晶度 及晶粒尺寸 

Lll0列于表 4中。可以看到，由于添加剂 的加 

人，共混纤维的结晶度明显下降，而晶粒尺寸却有 

不同程度的增加。聚酯类离聚物的加人破坏了聚 
一

3O 一  

雨烯分子规整的排列，影响了其结晶能力，且形成 

的结晶尺寸增加，均会导致纤维内部晶区体积减 

少，染料可以进入的无定形区增加 ，有剥于纤维染 

色性能的提高。 

寰4 纤维结晶度殛晶粒尺寸 

纤维类别 

纯 

』￡澹纤维 

j#混纤维 

鏖(dtex 

5，56 

5．56 

2．78 

2．3 共混纤维的染色性能 

添加剂 M盯 中含有可与阳离子染料结台的 

离子基团，起染座的作用。固此共混体系中添加 

剂含量越大，染座就越多，纤维染色 也越浑 采用 

不同的染料分别对可染聚丙烯短纤维进行染色， 

测得上染率列于表 5中 

衰 5 不同 卑车上染宰的 比较 

染料貅 丽 可 pF(5
． ) 

羽离子黄8GL 6．4 

陌离子红5GN 9．2 

阿离子蓝 HL 

碱性品绿 一 

96．53 

97．76 

98 84 

98 45 

96．53 

96．52 

98．65 

98 45 

从表6中可以看到：纯丙纶几乎不能染色，上 

染率不足 10％，而改性后纤维上染率均达 95％以 

上，而且对不同的染料，上染率也没有明显的差 

别，表明这种阳离子可染丙纶适应的色谱宽广，纤 

维可染成中深色，且颜色鲜艳，无明显色差。 

另外，在染料浓度相同的条件下，纤维的上染 

率一般与其纤度成反比关系；而对表观色泽而言， 

则是纤度越大，表观色泽越深。但在我们的试验 

中，却发现纤度对其上染率并无太大的影响，而且 

以上两种纤维的表观色泽也 f分柑近，肉眼难以 

分辨出色差。 

染色牢度是指纺织品的颜色在加工和使用过 

程中耐各种作用物的能力。包括皂洗牢度、日晒 

牢度及摩擦牢度等。我们测试了阳离子可染聚丙 

烯的皂洗牢度(列于表6中) 

衰 6 纤维的皂洗牢度 

染料岳称 

阳离子黄 8GL 3—4 4 5 

阳离子 红 5GN 4 3—4 5 

阳离子蓝 n 4 4 5 

碱性品绿 5 4 5 

从表中可以看到 ，可染丙纶的皂洗牢度随染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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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不同有所差异，这与染料分子的结构有关，但 

均达到3～4级以上，能够满足生产加工的要求 

另外，为了考察染料在纤维中分散的情况，我 

们拍摄了染色纤维横截面的显微镜照片。可以看 

到：染料分子均能扩散到纤维内部，且分散均匀， 

无环染现象，说明改性聚丙烯纤维具有 良好的匀 

染性和染透性。 

2．3 共混纤维的抗静电性能 

聚丙烯分子中不含任何极性基团，故其吸湿 

性较差，比电阻较高，这就给纤维后加工带来静电 

问题，且织物手感较差。经过改性的可染聚丙烯 

纤维．由于引入了离予基团，使纤维的抗静电性能 

有明显的改善(见表 7)，这对纤维的后加：r是十 

分有利的，并能改善织物的手感。 

表 7 纤维 回潮率盐比电阻的比较 

纤维种类 

纯 PP 

可 PP 

旦 璺(徭] 皇 (里 ) 
0 04 

D 54 

7×】O 

5 5×1 

冉成}}维 科研简报 

3 结论 

1．PP／Ⅷ 二元共混体系在大规模纺丝设备 

上有良好的纺丝性能，显示了诱人的工业化前景。 

2．改性纤维在常压下可用阳离子染料沸染，得 

到上染率在95％以上，色泽鲜艳的聚丙烯纤维 

3 改性纤维的力学性能较纯丙纶下降不大。 

4．改性纤维的吸湿性及抗静电性能有所改 

善，对纺织后加工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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