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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 、抗菌多功能丙纶改性剂的研究 

管 涌 郑安呐 周 强 

(上海塑杰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松江，201600) 

设计制造了 种功能化聚丙烯cFPP)，研究了它作为改性剂加^丙纶的作用 结果表明，兀 不仅不降低丙纶的热稳 

定性和成纤性． 且可大太增强其表面极性，与水的接触角从86 5嗨 至71 ，表面电阻率从6 0×l0 降至4 8×10”。FPP 

还 lJ增加阿纶的结晶速率．而另 一方面却降低其结晶度和晶片的尺寸。更有意义的是，矸 使丙纶对酸性染料的上染率可 

达95 3％，并使其对金色葡萄球菌有很强的灭菌效果，对大脑杆菌的灭菌率选 100％，而且经 50扶以上洗潦并布降低其效 

果。可见 是一种耐丙纶具有很大应用潜力的多功能改性剂 

关键词： 功能化 aI染 抗菌 丙纶 

1 引言 

丙纶由于其低密度、低导热系数、低回潮率、 

高抗化学腐蚀性 ，且原料丰富，价格便宜而发展异 

常迅速，1998年世界年产量已达 4 5(J0 kt，成为台 

成纤维第二大品种 由于丙纶具有生产和使用的 

双绿色特征，从世界增长的环保意识出发，可以肯 

定，新世纪中丙纶必然成为最受重视的纤维之 

然而丙纶也有熔点低，易燃，易塑性形变，易 

原纤化，抗皱性不足，对紫外光稳定性差，难以染 

色等缺点。其中染色性差的影响最为突出，很大 

地限制了丙纶的应用。因此改善丙纶染色性的研 

究也深受注意。至今较为实用的方法有采用极性 

基团或具有空问位阻效应的单体与丙烯单体共聚 

或接枝l】’6J；添加高级脂肪酸或无机酸的镍、铝、 

铬、锌等的盐 -g J；在聚丙烯树脂中掺入具有强极 

性或带有染座的聚合物 Io’13等。 

另一方面，用丙纶制作的医护人员和患者的 

服装、床单等医用纺织品；妇女卫生用品和儿童尿 

不湿及服装用品；餐、厨用的工作服，围裙，抹布及 

食品包装布等卫生用品；运动株、登山鞋、手套衬 

里、运动外衣和床上用品等等，都要求丙纶具有抗 

菌、防霉、防臭功能。今天抗菌防霉已成为高档纺 

织品的一项附加功能。根据 1997年的 cBs调查 

显示，欧美国家已逐渐重视 日用产品的抗菌性， 

52％的美国民众购买 日用品时，会注意产品是否 

具备抗菌功能。 

最初的抗菌纺织品主要是采用抗菌剂对织成 

品进行后处理的方法来制备的，但由于成本高、抗 

菌耐久性差等原因，正面临逐渐被淘汰的境地。 

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纤维的抗菌防臭改性，获得具 

有长期抗菌效果的纺织品【“0 。该领域至今较 

为实用的方法有在聚丙烯中加入沸石、磷酸盐、羟 

基磷灰石、可溶性玻璃等无机物载体富集对人体 

安全的银、铜、锌等离子的方法L“t J；加入季铵 

盐的方法 t 。；加入甲壳素的方法【21 等。 

本文屏弃了在聚丙烯基体中加入异相固体微 

粒的方法，以免降低纤维原有的力学性能，而是在 

部分聚丙烯分子链上引入功能性基团，使纤维基 

体达到分子级规模的相容。且由于极性 上存在的 

强烈差距，使纤维在纺丝及拉伸的过程中功能团 

更易富集在纤维表面，从而大幅度提高功能团的 

有效利用率，同时实现可染和抗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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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部分 

2．1 实验原料 

聚丙烯 Y1600，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塑料 

事业部 ： 

功能化聚丙烯(砰 ) 自制； 

阳离子染料 孔雀蓝； 

分散染料 分散蓝； 

酸性染料 普拉、特克蒂隆及依利尼尔系列 

染料，汽巴精化公司产品； 

匀染剂 元明粉，分析纯，上海化学试剂四 

厂；Alb~ 、Unlvadine，汽巴精化公司产品； 

固色剂 Cibatex PA，汽巴精化公司产品； 

金色葡萄球菌 菌种号：ATCC25923： 

大肠杆菌 菌种号：8099。 

2．2 纺丝 

2．2．1 实验设备 

双螺杆挤出机：SHL-35，上海化工机械四厂； 

纺丝机：FF'S600，北京服装学院化纤机械研究 

所： 

实验拉伸络筒机：FMD600，北京服装学院化 

纤机械研究所。 

2．2．2 纺丝条件 

将功能化聚丙烯、抗氧剂与 Y1600聚丙烯经 

双螺杆共混造粒，制得改性丙纶原料。纺丝条件 

为：纺丝温度 250~C；卷绕速度 ll00m／min；热板温 

度 llO℃；热辊温度65℃。 

拉伸倍数为：3 

2．3 纤维物理性能测定 

2．3．1 线密度测定 

按 GB／T 14335-93标准进行。 

2．3．2 纤维力学性能测定 

按 GB／T 14337．93标准进行。 

2．3．3 表面电阻率测定 

按 GB一1410-78标准，于相对湿度 80％．10℃ 

条件下进行。 

2．3．4 纤维表面水浸润测定 

采用毛细浸润法进行分析 22]。利用电子天 

平跟踪纤维浸渍液体后的增重变化，表征纤维的 

浸润性，计算纤维对浸润液的接触角。这种方法 

不但方便，减少了人为的误差，而且由于是用纤维 

束来进行实验 ，测试结果具有统计意义。实验装 

置如图 l所示 

围1 毛细管浸润法测试纤维接触角的实验装置 

1电了天平；2砝码；3装有纤维束的PE管； 

4摄润液 ；5记录倥 

2．4 纤维热稳定性实验 

用DuPont 1090热天平进行试样的热失重分 

析。实验条件为：氮气气氛；升温速度：lO℃／min： 

温度范围：25℃ 一700℃ 

2．5 纤维结晶分析 

2．5．1 DSC分析 

用 Pelkin—Elmer Thermal Analysis对试样进行 

DSC分析。首先快速从 室温升至 190℃，保持 

5rmn，再迅速冷却至室温，保持 5min，以消除试样 

的热历史；然后再从室温以 lOT：／min的速率升至 

190℃，得到所需要的DSC曲线。 

2．5．2 X射线衍射分析 

用 Rigaku，D／max—rH型 x射线衍射仪进行结 

晶度和晶型的分析 取 cu靶，K 射线，单色器滤 

波， =l 541A，连续扫描：4~／liftn，步长 A20= 

0．02* 

将聚丙烯加热至 180~C，而后压成薄片，进行 

x．衍射分析。运用 Lawrance分峰技术，对 x．衍射 

曲线进行处理，求得结晶度。 

结晶度=孺  ×-00％ 

2．6 纤维染色实验 

2．6．1 实验设备 

小型染色机：RJ．1180，高温高压染样机．上海 

染料化工厂。 

2．6．2 染色工艺 

染料先用冷水打浆，然后以热水或沸水冲化 

稀释，搅拌均匀，配成 0．2％的水溶液，过滤后吸 

人染色管。当温度达到起染温度时(酸性染料为 

40℃，阳离子染料和分散染料为 7o℃)，从样本纤 

维中随机称取纤维 1．5g(精确到 O．OOOlg)，扯松后 

人浆。图2为酸性染料的染色工艺曲线，在 l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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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别加入染液 A、B以及纤维，然后按工艺曲 

线进行染色。 

2 6．3 上染率的测定 

0 一  

采用标准上染率测定法，用 721型分光光度 

计测得染色前后染液光密度的变化得到。 

上染率，％ 液 
原染液光密度 

： ■— 
图2 染色工艺曲线 

2．6．4 染 色后纤雏的固色处理 

用醋酸调节固色剂的 DH值至4～5左右；每 

1g染色后的纤维 100mL固色剂。3O屯时加人纤 

维，保持 lOmin，而后以 1．5oc／min的速率升温至 

7O～80屯，并保持 20nfin，停止加热，冷却至室温， 

再用水冲洗干净。 

2．6．5 皂洗牢度的测定 

按 GB3921．83进行测定。其中，试液中合成 

洗衣粉 的含 量为 4异／L，温度 为 4o屯，时 问为 

30mln。或者，温度为50屯，时间45rain。纤维在测 

定皂洗牢度之前，需用含 2％洗衣粉的皂洗液皂 

煮，浴比1：100，温度为9o ，时问为20min。 

2．7 纤维抗菌性实验 

2．7，l 琼脂平板法 

所有试剂和容器在使用前均需经灭菌处理。 

分别取矩纤维剪碎，浸泡于 lOmL、pH值为7．2的 

磷酸盐缓冲液中，振荡器振荡 30min，然后取空白 

药敏纸片浸透，冷风吹干。分别取金色葡萄球菌 

和大肠杆菌接种于细菌基础培养基，再将药敏纸 

粘贴于培养基表面，37屯培养 24h，观测抑菌圈大 

小 

2．7．2 振 荡瓶 法【23 J 

取 0．75g剪碎的纤维样品，0 5mL细菌培养 

液，75mL磷酸盐缓冲溶液，加到烧瓶中，进行接种 

并摇匀，在往复振荡器上充分振荡，时问为 12h 

再移取此溶液 lmL，用缓冲溶液稀释至 l：10和 l： 

100的稀释液，在培养皿中用琼脂制备倾点板， 

37屯下培养 24h，在菌落计数仪上计此菌落数。 

试验时，需同时用不含抗菌剂的纯丙纶作空白样， 

以确定在试验情况下细菌培养的有效性。 

抑菌率，％： ×100％ 

×10o％ 

式中： ——为空白样品的菌落数； 

y——为试样的菌落数。 

2，7．3 纤维抗茵耐洗牢度测试 

洗涤条件参考日本专利 』，选用奥妙洗衣粉 

以 1异／mL比例配制洗涤液，每 100g洗涤液对 lg 

纤维样品，温度 30屯，浸渍搅拌时问5min，水洗时 

问 10min，干燥温度：80oc。 

3 结果与讨论 

3．1 FPP对丙纶物性的影响 

在实验纺丝机上，以含有不同比例 FPP的 

YI600聚丙烯进行纺丝，在整个纺丝过程中，试样 

的成纤性、可拉伸性优良，没有断头、毛丝现象，其 

可纺性与纯聚丙烯相当。其物性如表 l所示 可 

以看到，随着FPP的增加，断裂伸长率有增加的趋 

势，相反纤度和拉伸强度有下降等趋势，实际上如 

下面讨论的那样，这是纤维结晶度下降所致。其 

中3号试样表现有些不成规律．这是结晶度变化 

与力学性能不完全对应的表现。 

裹 1 丙纶的韧性 

3．2 纤维表面的极性 

纤维表面的极性可以用与水的接触角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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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不同FPP含量的丙纶与水的接触角如表 2所 

示 、可以看到，FPP可明显减小纤维与水的接触 

角，且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其中含量 1．5％样品 

的接触角已接近尼龙(68。)的水平，说明改性丙纶 

的亲水性能有了明显的改善： 

表 2 改性丙纶的接触角 

同样的现象也反映在材料表面的电阻率上， 

如表 3所示。随着 FPP的加入，大大降低了试样 

的表面电阻率，减小幅度达5个数量级。表面电 

阻率的下降正像表2中所示那样是由于亲水所导 

致的。材料的表面电阻率对其抗静电性有着重要 

的影响 表4列出了表面电阻率与材料抗静电性 

能的关系。可见原本静电现象较严重的丙纶现在 

可以达到中等抗静电的程度，而且有望随着 FPP 

量的进一步增加，抗静电性得到更大的提高 

表 3 聚丙烯的表面电阻率 

表 4 表面电阻率与材料抗静电性能的关系 

3．3 lH，对丙纶热稳定性的影响 

不同FPP加入量试样的热失重与温度的对应 

关系，如图 3、图 4所示 可以看到 FPP的加人对 

丙纶的热稳定性不仅没有不利影响，反而略有加 

强，从而确保了纺丝工艺的实施 

图 3 Y1600原料聚丙烯的热失重曲线 

一  

。 #c。1 ． —s̈9 ；一 到 。i Ji ' 
l ： 一 

-1。 — 竺尝 === i 

图4 功能团舍■ I．5％试样的热失重曲线 

不同试样的分解温度见表5 

表 5 不同试样的分解温度 

聚由烯试样 l 2 3 4 5 

样中功能 团台 量．％ 0 l 04 l 50 6 26 9∞ 

丹解温度／℃ 472 8 469．7 473 5 473 9 476 8 

3．4 丙纶晶态结构的变化 

3．4．1 DSC的研 究 

采用DSC分析 FPP不同含量对聚丙烯结晶 

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5及表 6、表 7所示 YL为 

纯聚丙烯(Y1600)，ML为功能化试剂与聚丙烯反 

应后的粗制品，也即粗制 FPP；WCQ和 cQ分别代 

表粗制FPP和经萃取除去未反应功能化试剂后的 

FPP，按一定比例与 YI(~O混炼得到的改性聚丙 

烯 

结合表 6中各功能化基团含量比例，由图 5 

可以看到，随着 FPP含量的增加熔融峰温度虽无 

明显变化，但熔融初始温度却降低了。另一方面， 

由图6可以看到冷却结晶温度升高，而总结晶热 

80 u0 l棚 

CQ3 

CQ2 

CQI 

YL 

j啦  

图5 样品的DSC升温过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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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 

CQl 

CQ2 

C03 

160 12o 80 

量座，c 

围6 样品的 Dsc降温过程曲线 

焙下降。为更便于整体观察，将升温及降温的结 

果均列于表6与表7中。 

从表 6中可以看出，除 ML以外，功能化基团 

含量在0～1．5％之间，聚丙烯的熔点基本不变， 

熔程的上限也变化不大，但是下限则向低温区移 

动了9～10％．△ 由 16．3℃变到 25％左右，宽了 

9～10％。说明加功能化基团以后，聚丙烯晶体的 

完善程度有降低的趋势。但功能化基团含量在 

0．5～1．5％之间变化时，完善程度变化不大 然 

而对于功能化基团含量较高时，其熔点较其余样 

品降低了7～8℃，而且熔融焙也有明显的下降， 

说明改性剂含量较高时，聚丙烯的结晶度有明显 

的下降 

表 6 试样 Dsc升温曲线的有关数据 

样品 功能化基团古量．％ 砖却结晶峰／℃ t~tflJ·g 结晶温度范围／℃ ATPC 一T~ aFC 

注：表中△r( )表示结晶温度范围内上限与下限温度的差值 

在表7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即 

加人功能化基团以后，其结晶温度比纯聚丙烯提 

高了 l2～13℃，而且结晶温度范围也比纯聚丙 

烯窄了，从 18．9℃下降到 14℃左右。说明在这 

个体系中，功能化基团起到了类似成核剂的作 

用。在聚合物熔体降温过程中，有着较强极性的 

改性剂受到非极性的聚丙烯基体的排斥，容易聚 

集在一起形成晶核，也可认为是一种异相成核的 

机理。这种异相成核与普通异相物质的异相成核 

不同，它是一种分子链排斥形成的异相成核作 

用，因而与基体的相容性要好得多。而结晶温度 

范围的变窄，说明结晶时晶核数目大量增多，一 

方面晶体长不大，另一方面分子链受极性功能化 

基团的牵制．较难形成比较完善的晶体。这与表 

6中熔程变宽的结果是一致的，都说明功能化基 

团的加人会导致聚丙烯结晶完善程度的降低。 

将熔程和冷却结晶温度与功能化基团含量的 

对应关系制成图，分别见图7与图 8所示。可以 

看到两者都是随着功能化基团含量的增加，先增 

加然后趋于不变。而两者的转折点又都在0．5％ 

左右。 

这表明就如同临界胶束浓度一样，当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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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团的含量超过 0．5％后，就被聚丙烯的排斥出 

基体 此外，功能化基团含量在 1％附近处．似 乎 

有些畸变，与表 1中的情况较为相似 

图7 熔程与功佳化基团含量的对应关系 

图8 冷却结晶峰与功佳化 

基团含量的对应关燕 

3．4．2 小角x射线衍射研究 

Y1600聚丙烯与 n，P改性聚丙烯的小角 x射 

线散射 (WAXD)曲线分别如图 9和图 l0所示。 

可以看出，两者衍射峰的位置和形状基本一致，其 

2日角在 13．92O~、16．66O~、18 4170o处 有 n．PP的 

(110)、(040)、(130)晶面的强衍射峰。曲线表明 

FlaP的加入，并未改变聚丙烯的结晶构型，仍为 a 

型结晶。 

按 [AtWIS,~Ce法对 WAXD曲线进行峰分离，即 

图9 纯聚芮烯的X一射线衍射图谱 

图 l0 改性聚丙稀的 x一射线衍射图谱 

可 求出结晶部分面积和非晶部分面积，进而得 

到结晶度，如图 11所示。 

图 11 PP的结晶度与改性剂含量关系 

由图 11可以看出，FPP的加入，降低了PP的 

结晶度，并随加入量的增加，结晶度不断下降。但 

功能化基团的含量超过 1．0％后逐渐趋于平缓。 

垂直晶面 (hid)的晶粒 尺寸 D按 照谢乐 

(sc- ∞ )公式求出： 

D---百 kit 

式中，k为晶体形状因子(0．9)，口为纯衍射 

线增宽。而口=(B 一醯) ，其中口为实测衍射 

峰的半高宽(弧度)， 为仪器增宽因子， 为 x 

射线的波长(1 541,~i)，口为 hkl衍射的布拉格角。 

不考虑晶格畸变，只需经过扣除背景等最必要的 

校正后，作进一步的简化，便可按下式 

。 ： 
⋯ u  

计算出晶粒尺寸，结果如表 8所示 微晶的尺寸 

以及面问距的变化分别如图 12和囹 13所示。 

由上述图表数据，可以看到 FPP的加入，并没 

有改变聚丙烯的结晶晶型，仍为 a晶型；但是结晶 

度却随加人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与此同时晶粒 

尺寸也在减小。其中，110晶面与 040晶面形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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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的的尺寸随 FPP的增加而明显减小，而 130晶 

面的则变化不大。表明聚丙烯结晶的完善程度降 

低了。110晶面，04O晶面与 130晶面，各自的晶 

面间距基本上不受改性剂的影响，无明显变化。 

表8 各样品的昌态参数 

样品 功能化摹团古最．％ d )̂ t B(。) D(A) 

略 

晕 

O 

13 820 

16 600 

18 260 

13 920 

16 660 

18 4∞ 

l4 020 

l6．660 

I8．4帅 

I3 940 

I6 740 

I8 400 

1黯 56 

184 77 

156 14 

165 01 

176 57 

156 17 

165 03 

1 53 

l56．17 

l26．04 

I47．17 

I47 50 

图 I2 晶面的微晶尺寸与改性剂含量差系 

圄 u 晶面间距与改性剂含■关系 

3，5 FIPP对丙纶染色性的影响 

染色性的研究结果表明，改性聚丙烯对阳离子 

染料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对分散染料(分散蓝)，酸 

性染料(普拉蓝6B)的染色性如表9、10所示。 

表9 丙纶对分散及酸性染料的上染率 (％ 

表 l0 丙纶对酸性染料的上染章 (％ 

功能化基团含 量 o o 5 1．o l 5 

上染奉(普拉蓝6B) 8．1 17．3 42 7 63．5 

表9中，染浴中未加匀染剂；表 10中，染浴中 

加入3％的匀染剂。可以看到 FPP的加入．可明 

显提高丙纶对分散染料和酸性染料的亲和性，上 

染率有明显的提高。FPP的加入，一方面提供了 

可与染料分子结合的染座，另一方面降低了纤维 

的结晶度，便于染料分子在纤维内部的扩散，从而 

提高了纤维的上染率。 

使用匀染剂的目的在于减缓上染速度，以利 

于染料分子向纤维内部渗透，提高染色的均匀性 

和牢度。不使用匀染剂，上染速度快，但染料分子 

难以进入纤维内部，容易附着于纤维表面．上染率 

虽高，但染色牢度不好。皂洗牢度试验也证明，使 

用匀染剂，染色牢度要好于未使用匀染剂。使用 

匀染剂的纤维染色后经固色处理，在50℃的皂液 

伽枷 枷 伽 啪枷 枷 啪瑚 

O O  O  O O  0 O O  O O  O  0  

：8 埘 舵 砬 砬 瑚 =8 啪 

秘矾 瑚姗 那 珊姗 

6  5  4  6  5  4  6  5  4  6  5  4  

嘞 啪 嘞啪 嘞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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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浸渍 lh也不褪色，皂洗牢度均为4～5。 

将采用均染剂染色纤维的上染率与n】P加入 

含量关系用图 l4来描述。可以看到上染率几乎 

是随功能化基团的引入量而成线性上升的。这很 

容易理解。功能化基团就是上染的染座，当然两者 

成线性关系这是必然的。但很有趣的是，在功能 

化基团为 0．5％处有一个转折，这是以上多次提 

到的关键点。综合上述的讨论可以得知，当功能 

化基团低于该含量时主要是存在于聚丙烯基体 

中，形成胶束并诱导聚丙烯结晶。只有在高于该 

含量时才可能被排挤到纤维表面，形成染座。 

图 l4 上染率与改性剂含■关系 

3．6 FPP对丙纶抗菌性的影响 

3．6．1 琼脂平板法抗菌性研究 

表 l1和表 l2为采用琼脂平板法作抗菌实验 

的结果，菌种为 ATCC25923菌种号的金色葡萄球 

菌。表中。PP为纯丙纶；W1、W2、W3为采用未经 

萃取精制的粗 FPP，按不同比例与 Y1600共混，纺 

丝而得到的纤维；C1、C2、C3为采用经过萃取精制 

的 FPP按不同比例与Y1600共混得到的改性聚丙 

烯为原料 ，纺丝得到的纤维；PP30代表经 3o次洗 

涤的 PP样品；C30，C50则分别代表洗涤 3o次，50 

次的 c3样品；W30，W50分别代表洗涤 3o次，50 

次的W3样品。 

裹 I】 改性丙纶对金色蕾萄球菌的抗菌效果 

丙纶样 品 pP Cl 啦 c3 Wl w2 w3 

功能化基团古量．％ o o 5 1．o 1 5 o 5 1 o 1．5 

抑苗圈直径／一  o 5 5 8．o 9 o 6 2 8 5 1o 8 

裹 12 洗涤后对金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效果 

丙纶样品 PP3O o c3o c5o w3 v,9o wso 

抑苗圈直径／一  o 9 o 9 o 8 5 1o．8 9．8 9 6 

由实验结果可见，纯丙纶没有抗菌效果，而加 

入FPP后，对金色葡萄球菌有较明显的抑制效果， 

抑菌圈直径随功能化基团含量的增加而略有增 

大，且 w系列的抑菌效果略好于 c系列。仍然是 

在功能化基团含量为 0．5％时。抗菌效果较差。 

改性丙纶洗涤多次以后，抗菌效果下降很小，其中 

w系列下降略多一些，但抗菌效果仍很明显。这 

是因为 w系列。纤维中存在少量未与聚丙烯反应 

得功能化基团，能溶于浸泡液，因而在同样的含量 

下，抗菌效果略好于 c系列的改性丙纶，同时耐 

洗牢度就稍逊于 C系列。 

3．6．2 振荡嚣法抗菌性研究 

检测菌种为大肠杆菌(菌种号：8O99)，检测结 

果见表 l3。其中RSC2表示经酸性染料普拉蓝6B 

裹 D 改性丙纶的抗菌性能 

染色后的纤维 C2。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除样品 

W1外，其余样品的抑菌率几乎为 1130％。染色 

后，抑菌率略有降低，但依然在 99％以上。W1抑 

菌率较低，仍然是因为功能化基团含量在 O．5％ 

水平等缘故。纤维经 5O次洗涤后，抗菌性能并未 

降低。按照日本有关标准，抗菌制品与非抗菌制 

品抑菌率之差大于 26％即为抗菌制品 可见，改 

性丙纶的抗菌性要比其在染色方面的表现更为出 

色得多。 

4 结论 

a．功能化聚丙烯 FPP加入丙纶树脂，不影响 

丙纶的纺丝性能，而且可纺性更为优良．纺丝工艺 

参数也与纯聚丙烯相同。对丙纶的力学性能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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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影响 有所降低，但仍很显著 

l FPP加人丙纶不影响其热稳定性，还可以 综上所述，FPP是一种对丙纶具有很大应用 

大幅度提高丙纶表面的极性，使其与水的接触角 前景的多功能改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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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a Functional Modifying Agent for Polypropylene 

Fiber to Enhance Its Dyeability and Bacteria Repellancy 

Guang Yong Zheng Anna 7Aou Qian 

(Shanghai s啦 Science—technoto~"Co．Ltd．， 嘶  ，201600) 

Abstract 

A kind of functional polypropylene【FPP)is designed and mmmfactored，and its effects 8ts a m~tffying agent 

on the polypropylene(PP)fiber am researched．It is f0IlI】d that FPP hardly declined the heal stability and processing 

property ofPPfiber．Onthe other hand，it greatly enhancesthe surface polarity ofthefiber．Therefore．the contact an- 

gk w water andthe surface resistivity ofthefiberis decreasedfrom 86．5。to 71．7~andfrom 6．0×10 tO 4-8 x 

10“，respectively
． Furfilemlore，fPP can quicken the e~,stallization pe of the PP．However，it contrarily reduces 

the e~,stallinity and the c~stal!ite size of PP．It is illOr~interesting things that n)P can make the dyeability of PP 

fiber greatly enhanced t0 the acid dve and the disperse dye．Especially，the dyeability to acid dye can be incr to 

95．3％ ．Furthermore，fPP enable PP fiber【n s the powerful repellenee to gold staphylococcus，and the sterll- 

izalion ratiof0r collcine reaches 【n about100％ ．So，it can be seenthat FPPis amost promising,-~edif-ang agentfor 

PP 6be r． 

Keywords：Functional，Dyeability，Bacteria repellancy，Polypmpylene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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