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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在各级人员集体的努力下，将来如果 

霈要是可以做到的。有效前内部控制、好的 

车间管理 、尽量采取可能的代用品和工艺改 

进，除了减少污水处理的量外，还能使加工 

经济。避浆中使用无机酸，对混台污水的pH 

调整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就可能将调节池作 

为生物曝气他使用，省去pH调整过程和 调 

整 pH所 需的装置。否则除了要单独建立曝 

气池结构以外，还需要调节pH。实行分段管 

理 ，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可以逐步地 

提高处理设备的效力，以满足经常提高的标 

准。希望以最小的改进 ，现有的污水处理工场 

能够达到处理后污水的BOD低 于150ppm， 

悬乳固体低于 100ppm ，这是最近颁布的环 

境保护法规提出的要求。 

从达到长期无故障，保持最低的操作和 

维修成本，使污水处理工作经济实惠等各点 

着眼，就要承担较高的建设投资，通过对污记 

脱水用的倾析器的装置 ，也可减少面积要求。 

印班《Colourage》，1989年1O月，P．15 

可染性丙纶综述 

一

、 引 论 

在所有的合成聚合物中，聚丙烯 (PP) 

出于其用途日益广泛，其地位已日趋重要 

这种聚合物早巳在模塑工业、制膜工业及纺 

织工业中大量应用。它可以单独或与其他纤 

维混纺，翩成各种船用绳索、地毯衬里、织 

毡用线、过滤布、运动服装、流行针织品以及 

各种非织造织物等“ 。丙纶纤维纺织 品受 

人欢迎的性质，有高抗弯性、高耐磨损性、 

高强力和重量轻等。用丙绝纱织造不必熨烫 

的针织物，制造套衫、袜子、紧身衫裤、新式包 

和 制鞋面料。丙纶织制的运动服，没有羊毛 

衫那样容易起球。丙纶还可与其他高熔点纤 

妊混合而织制耐烫织物 它有优 良 的 隔 热 

牲，适宜于制造干拖把、汽车坐垫和睡袋用 

纤维毡。甚至因为它在反复洗、漂后仍保持 

强力，可作洗衣袋之用。 

丙纶除了上述的各种优良性质外，还有 
一 个比其他住何纤维价格低廉的最大优点。 

目为它是用单一的单体聚合制成的，原料供 

赶充沛，制造成本很低。但是，它也有一个 

傅缝树译 黄 立棱 

很太的缺点，就是对染料的直接性很低，不 

容易染色。如果要在纺织工业方 面 扩 大 应 

用，一定要有较好的可染性 】。它是 属 于 

脂蜡娄物体，吸湿性很差，回潮率约0，l ， 

抗热性与熔点都较低，限制了丙纶在纺织工 

业中若干方面的应用。 提高西纶的 染 

性，许多学者做了不少研究工作，～珐是改进 

单体的洼质，或是改良染鱼的 条件” 

本文主要是l越 近年来丙纶染色方面的研究 

成就租以后的发展，．一同对还对Shore的综 合 

报导加以修正” 。 ’ 一  

二、丙纶 的染 色 

2．1来设性丙纶的染色 

未经改性的丙纶。由于它具有腊蜡属性， 

分子结晶度很高，又歃少可以与染料分子静 

电结台的极性席位，所以染色十分困难。有一 

种将染料周着在丙纶上的方法，就是用稳定 

重氨盐与豢酚化台物在纤维上热偶台，产生 

分子较大的色淀，能圃着在纤维基质 中 ， 

但这样并没有解决故 乏 染 料 直 接 性 的 问 

题。即使用分散染料染色，吸色率也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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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染得色泽的耐光、耐冼牢度都很差 。 因 

此，仍然需要设法改进丙纶的形态和物理结 

构，因为染料对纤维基质的渗透，主要决定 

于纤维结构中晶体与非晶体体积之比，和晶 

体球粒的大小。 

Gardner等人 对丙纶薄膜的形 态 结 

构对染料扩散的影响做过深入的 研 究 他 

们发现，如提高丙纶熔体纺丝时 的 挤 压 温 

度，可以使制成的长丝中球粒的直径增大而 

不会增加其结晶度。球粒增大后可使染料的 

扩散系数大大提高(见表 1)。染料的扩散系 

数也受纤维的牵伸作用的影响，因为牵伸会 

改变无定形部分的取向度。球粒发生变形， 

．A使染料扩散中途易于受阻，使 扩 散 性 降 

低 】。Mishchenko 曾报导，丙纶用还 

原染料浸轧后，如再将纤维经过 140℃ 处理 

5分钟，可以得到较好的色泽，物理性能也 

有所改善，扩散系数可以提高 4倍。有趣的 

是，Gardner等人 却发现，在经过 “O℃ 

热处理使约5O 染料分子固着后，C．I．分散 

黄16染料从丙纶薄膜(挤压温度为 250~C)的 

反扩散速度将减低 2．6倍。但这一试验并未 

得到实际验证。有一项 日本专剃⋯  指出， 

将丙纶纤维在塞温或高温中焙烘(后热处理) 

纺丝，然后再经过牵伸，纤维表面可以产生 

可染色的席位。 

表 1 丙纶挤压温度对扩散 系数、 

活化能与球拉半径的影响 

匪温度 结晶度 径f(1 -) 
． 

(℃) (重量，‘) 10z来) 56冲2℃ 0℃ 摩尔一 ： 
210—-240 32 2．56 li．2ll1．韶 l0．2 
230--260 3i 3．25 0．47 1．1 l．5 3．61 12．3 

Z卯一勰 0 31 S．o6 0．40 2．o911．9上．柏 14．S 
260--'290 29 6．3l D．s5 z．。 ．79I ． lS．3 

Belova等人 ” 曾研究染料在 丙 纶 上 

用于热固着的最佳条件。用浓度 1O一1z克／ 

升的染液在80℃染色后，再经过8O℃干热处 

理 1— 3分钟。如在染裕中加一些甘油、二 

甲基甲酰胺 (DMF)、三 乙醇胺，可 以增加 

聚合物对染料的吸收。又有人报导 ，丙纶纤维 

如用发烟硫酸、PC1 、或SiC1。前处理 ， 

则对氧化染料的直接性可以有所提高。 

最近 Cop及其同事们 曾试 用 等 离 

子体处理丙纶，也是增加其对染 料 直 接 性 

的有效方法。此法是将丙纶纤维放在空气电 

晕放电场中几秒钟，就可能使纤维表面受到 

氧化，因而能吸收如 C．I．酸性蓝4O等染料。 

Szilvova_1 也试过将丙纶织物经 过 低 温 

等离子体处理，可以增加对 C．I．酸性棕 l9 

及C．I．酸性红97等染料的可染性，并可提高 

色泽的摩擦和水洗牢度。不过这种染色物经 

过洗涤或汗溃后，会改变色光。 

有一种后处理可以提高丙纶色泽的鲜明 

度。有一项德国专利 ”说明丙 纶 纤 维 用 

C．I．碱性蓝69在碱性浴中染色，再在含 8 

毫升／升的醋酸液中40℃处理 5分钟， 可 以 

得到较深而鲜艳的色泽o 

Bird和Patel_】 做了一次 在 丙 纶 薄 

膜、丙纶纤维和醋酯纤维上分别 用 C．I．溶 

剂黄2、C．I．分散黄7及C．I．分散纽22等染料 

染色结果的比较。染料在丙纶上的饱和值 比 

在二醋酯纤维上要低得多，但是在丙纶中的 

扩散速率却优在醋醋纤维中高，这表明丙纶 

纤维有较开放的接收染料的结构。 

． 
Ahmed与Mallet ”曾研究过 一 系 列 

的用苯胺衍生物与二苯酚偶合的分散染料染 

在丙纶上的目光牢度。 

当前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寻找一些染料 

能对未改性丙纶染色。如能找到，那就可以不 

必进行改性而保持纤维原有内在的，有价值 

的特性了。偶氨型分散染料的化学结构，对其 

在丙纶上的吸收性有重要关系，同时染料中 

替代基团的极性也对吸收性很有影响 。 

曾做过一系列偶氨结构中有七个以上碳原子 

长脂肪链染料的试验，这些染料都可用水分 

散液对丙纶染色。 

Tonaka和Teramura 。’曾研究过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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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烷基的链长对丙纶直接性的影响。Baum— 

ann 曾综述了能在东分散液中对未改 性 

丙纶染色方面的问题，以及～套 高 染 色 牢 

度新型染料的发展。 Teramura等 人 ， 

曾指出：染料中如有氨基，酚基及羟烷基等 

基团存在，对其染 色 性 能 有 不 利 影 响。 

Borodkin等人 ”曾讨论过丙纶纤维 对 单 

偶氮染料的疏水洼及吸收性。他指出，如偶 

氮染料结构中有较长的烷基链， Ⅱ可以促进 

对丙纶的染色。 

Vo~etake等人 曾试验过 丙纶 薄 膜 

经热处理后对染料的亲和性，他认为在热处 

理的丙纶中丙纶与分散染料的各向异性相互 

作用力有重要作用。 

2．2用金属化台物爱瓿料的原液着色 

用无机的或有机的颜料对合成纤维进行 

原液着色 (即本体着色或称纺前染色 )，是 
一

种替代染色工程的有效 方 法 】。制 

造丙纶的纺丝熔体温度约为2OO一240℃，有 

许多颜料或金属盐都可以在纺丝前加入聚合 

物熔体。 、 

丙纶纤维的原液着色问题，曾由Oadra- 

jmiska r” 进行研究，主要是试验 颜 料 与 

聚台休的混和不够均匀，丙纶抽丝的不匀、 

牵伸、卷绕不匀等对着色的质量的影响。颜 

料及添加剂与丙纶熔体的结合，不但与颜料 

的可织造性和吸收层厚度有关，并且与混和 

物的扩散性和混和时剪切 力 有关。最 近， 

Necas等人 ”研究发现，红色和黄色偶 氮 

类颜料在丙纶熔体中的扩散性，与所用颜科 

韵颗粒大小、粒度分布、颗粒的比表面，及 

zeta电势等因素有关。 ． 

(a)颜料的加入 

在丙纶熔体中加入有色的颜料，是生产 

有色丙纶纤维最方便的方法” 。有多种颜 

料可以选用，如表 2所 。这些颜料一般都 

有很高的染色牢度。作为颜科的必要条件之 

一．是要求有足够的热稳定性，能耐丙纶抽 

丝时的高温，而且加入颜料后要能不影响纤 

维的强力。虽然看起来在熔体中加八颜料然 

后抽丝是～件很简单的事，但是要混和得很 

均匀，也很不容易。 

表 2 连用为丙纶原液着色的各色 

颜料 ”” 

色 泽 i 适 用 的 颜 料 

白色 }二氧}匕钍 (盘红石 )、氧化锌、氧化锑 

蓝色和绿色酞菁 
I 

黑色 黑(钿社度的槽{去炭黑(chan衅!black)~ 
l 

紫色与缸色 镉置红、嚣红、氧化铁 
l 

黄色与橙色l镍钛氪 器酸锌、钼黄 

Geleji等人” 曾对丙纶用炭 黑 (c．I． 

颜料黑7)着色做过试验，发现如炭黑的粒度 

增大，可使黑色加深。但炭黑用量如果超过 

22％，则所制成丙纶的拉伸性等纤维特性将 

严重下降。炭黑的粒径如在 1微米以下，制品 

有较好的光幅射后的强力保持性。甩颜料厦 

液着色法比用其他方法染色，有丙纶光降解 

性较小的优点。Marcinciss等人” 发现 ，在 

丙纶熔体中加一些a一氢基9一羟基聚 氧 乙烯 

类分散荆和A06抗氧化剂的混合物，可以 改 

善颜料的分散性。Oadrelmisk~ 等人发 

现，如在熔体中加入单硬脂酸甘油酯，可以 

增加黄色颜料PV-95的扩散性，而且所得色 

泽深度可比不加甘油酯的提高近似一倍。 

最近该作者提出一项专利” ，提出在 

丙纶纺丝时螺杆挤压机第一部分加八定量颜 

料，而在第二部分加八聚台体，并且在挤出 

喷嘴中装置传惑器来控制计量装置。一般用 

无机性颜料进行原液染色的丙纶，其耐气候 

性都很好。有一些颜料如炭黑等，可能由于 

其遮蔽作用使制品有较高的耐光性，怛其耐 

氧化性则因炭黑的加入而降低。这可能是由 

于炭黑与酚类抗氧『艺荆化合成为醌类，如同 

槽法炭黑那样 。 

(b)加八金属及金属化合物 

多价的过渡金属元素能与一些染料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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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螯台物，曾广泛应用于丙纶的原液着色。 

如镍、铝、钴等金属加入丙纶后，可成为与 

染料螯台的席位 ”。 ，因而以后所 染 的 

色泽都能具有很高的耐光、耐洗、耐磨损和 

耐有机溶剂等特性 ””。 。 

有一类含金属丙纶的染 色方法，其原理 

就是染料被吸收和扩散后，能与这种纤维中 

的金属螫台或复合，产生一种染料与金属的 

有机复合物。 

对于含金属丙纶的染色，染色温度与时 

间要特别注意 ，染色时要缓慢升温，控 

制吸尽率，保持染色均匀。要加热到沸点， 

才能促使染料的吸尽和渗透。为了达到较高 

的染色牢度，染色后要经过充分洗涤。典型 

的染色方法已有资料报导 。 

镍、铝、铬、锌和镁等有机化台物可使 

丙纶具有对蒽醌型染 料 有 良 好 的 染 色 结 

果 ，有人用镍的硬脂酸酯和油 酸 酯 

染得耐光、耐洗的色泽 ” 。 Tobe 。】 

等研究了用硬脂酸镍与甘油、乙二醇 间苯二 

酚和羟基醌等羟基化台物一起，同可簪台的 

染料染得很鲜明的色泽。Seres等人 。1又 

深入研究了含镍的丙纶染色时纤维的形态变 

化。他发现变化并不大 只有染料能在纤维 

中较高度地扩散。另外还有人 ” 报导 

在丙纶熔体中加入镍化合物可成为可染性丙 

纶，除了硬脂酸镍以外，还有乙 酰 丙 酮 与 

2，2 磺酰双(4一叔辛基酚)镍盐的复合物，也 

可使丙纶具有可染性 。无机的镍化台物 

如碳酸镍等能耐丙纶纺丝时290-320℃ 的 高 

温，因此也能加入熔体” 。 

Hosoda等人 ”” 曾试验用蒽醌型染 

料在120℃时对含硬脂酸铝的丙纶 染 色，得 

到很高的耐光与耐 冼 牢 度。Alexandru等 

人 曾试验在丙纶中加入镍和锌的复盐， 

可使丙纶有很高的染色性和耐光牢度，而 且 

对纤维的尺寸稳定性和引长性都没有影响。 

要控制丙纶染色后色泽的耐光和耐洗牢 

度，除研究添加剂的性质外，可螯台染料的 

结构特征也很 j直得 注意。Turbak 发现舍 

亚胺一偶氮结 构的染料有很强的 螫台 性，可 

以与聚烯烃中金属或镍残基形成复杂的环状 

物，其发色团结构下式如所示 

HO＼ 

、c-- 

一
c—N N— (1) 

 ̈ ＼ 
一 N 

人们认为化台物中对位羟基虽然不在螯 

台结构之中。但对于色泽的耐光牢度也有次 

要的影响。对于含有亚氨一偶氮结构化 台物 

的螯台可能性，虽有过许多研究(见表 3)， 

结果发现噻唑环上取代基的性质对染色后的 

耐干洗牢度有很大影响，但苯并噻唑环上取 

代 基的影响则不大。特别稠环噻唑和极性取 

代基、都有很高的耐干洗牢度。这显然是因 

为在用有机溶剂冷干洗时，偶氮噻唑染料可 

将螫台的镍原子从纤维上除下，而染料螯台 

物形成的噻唑环上的极性取代基不易溶解于 

全氯乙烯类的干洗溶剂之 中。 

、Stright 曾根据染料与金属的 复 合 

物构成，列出了一个适用于丙纶的可螯台染 

料的表，他称之为“第二代染料 ，( Second 

generation dyes )。他指出这些染料对含镍 

的丙纶纤维都能染得广泛色谱的满意色泽， 

对 日光和水洗的牢度都很好。金属化台物结 

合在丙纶上成为可染色席位，其染色的深度 

则根据纤维上结台的金属量来决定。这样就 

地形成的染料与金属盐的复台物对水洗及干 

洗都有很高的牢度，太多数染料的耐光牢度 

可达到 5级以上。干洗牢度坚牢，说明染料 

固着于纤维上很好。另外，Anderson等 人 

也提出能与金属螯台的 8种染料，都有 

很好的耐水洗、耐干洗及耐氯漂的牢度。 

2—3与其他聚合物混和抽丝 

为了使 丙纶纤维具有可染性，人们曾广 

泛试验在制造时与其他聚台物混和 。 

这样混和后的丙纶纤维，可以用酸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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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合有亚氨偶氯基噻唑粪染料的性质 

染在古镍n 对 釜氯艺烯的 黼 噻 喹 类 酚娄偶台扪 染料色泽 抵抗力 
纶上色泽 46℃，30分) r (小时) 

A、稠环噻睦类： 

甜 扣  HO -- OCHs 红棕 蓝一黑 好 

∞ sN＼c—t —，CHs 箍一橡 绿 好 36 H0一<一>-cI 
／CHI 州  

＼w，，c m tlO一 --CH。 橙—棕 深绿 好 i23 

吼。丫、r，。＼C--‘NH| ，、／佣 红一棕 蓝 好 2SO 
V ＼ V V - 

m 。 ／cHI 

HO一<> CH。 红一棕 深蓝—绿 好 56 

＼cIm ， m H0一 HI 红一棕 深蓝—绿 好 

f一  ／cl{3 

橙色 绿 好 ＼-。 H0一(>．cm 
V  ， 

B、未取代噻喹类 
／CH。 

红一掠 深缭 差(冷) ／S＼ 

Ho-C~,一CHt 
＼N／／ 

c— NHl O<)／明 红色 柠篙 差(冷) ， 
C、l已取代噻唑 

／cH’ 
橙 绿 差【冷) 

>  HO HI 

．

_／cHl 红
一

接 很深绿 好 s6 N。‘Y。C—HHiH： HO HI 
＼N／／ 

~02＼／5＼ ／',／V OH 
H C— NHI I l I 橙 深海军蓝 好 25D 
＼NIl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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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染料用常规方法染色。有各种聚合物可 

以加入聚丙烯进行纺丝，它们中间有乙烯吡 

啶聚合物、聚酰胺、聚氨基三唑、聚脲、聚 

氨酯及氨基丙烯酸酯等，它们与聚丙烯混和 

后制成的丙纶都具有很好的分散 染 料可 染 

性。Yamamoto等人 曾指出聚丙烯与部 

分皂化的聚醋酸乙烯酯混合，经 过 24O℃抽 

丝后，可制得能用分散染料染色而有很高染 

色牢度的丙纶纤维。Katsufe 发现将聚 

甲基a一氯丙烯酸酯与聚丙烯以5：95的比例混 

合，可制得可染性很高的纤维，吸尽率可达 

到65—70％。Omae等人” 试制成一种能 

耐高热抽丝的丙纶熔体，他是用乙 烯一缩 水 

甘油 与甲基丙烯酸酯 85t 15的共聚体用二 乙 

基胺在高压锅 中、在9O℃进行胺化，再与含 

有 0．5％p-叔丁苯甲酸铝的聚丙烯混 合，在 

260℃抽纺出表面积较大的丙纶纤维，它具有 

均匀的截面和较好的可染性。其他含有酰胺 

基的三元共聚物，也可用来改进丙纶的可染 

性 。将聚丙烯与乙烯、N，N一二甲 基 丙 

烯酰胺与醋酸乙烯酯的共聚体混合抽丝后， 

在95℃热水中牵伸，再经过120℃热处理30分 

钟，所制得纤维的强力可 达到5．2克／旦，用 

Celliton黄3G染料可染得很深的黄色。 

将聚丙烯与经过皂化的乙烯与丙烯酸乙 

酯GO：40混合比的共聚物 混合，所 制 得 

的丙纶纤维对分散染料与碱性染料有较好的 

可染性。同样，混入如聚 (乙烯一甲基 丙 烯 

酸 )的离子交联聚合物，也可改善对碱性染 

料的亲和性。Boocock ” 曾试验 用 20 

上述共聚物的离子交联聚合物与聚 丙 烯混 

合，制成的纤维可用碱性染料在pH5．0n温 

度≥45℃条件下接触20秒钟就可以染色。 

有一项专利指出 ” ，将聚丙烯与3— 

7 的丙烯氰一丁二烯一苯乙烯的 共 聚 物 及 

苯 甲酸钠或钾等金属盐混台后纺丝，所得纤 

维有较好的可染性，而 且不影响 其 物 理 性 

能。另外一项专利 指出在单体中加 入 
一 种交联剂，如苯乙烯与二乙烯 苯 的混 合 

物，以控制其聚合对的流动性，矗J‘以得到有 

优 良可染性的纤维、Tatsukami等人 曾 

在聚丙烯}p加入胺化的乙烯一缩水甘油 共 聚 

体1O ，所制得的纤 维 可 以 用 酸 性 染 料 

Sumiaol耐缩绒大红R(C．I．酸性大红117)染 

色。Coover等人 ” 将聚丙烯与甲苯中的 

5一乙基一2一乙烯吡啶一醋酸乙烯酯共聚物1O 

混合，可以在265℃焙融抽 丝，所 制针织物 

能用分散、酸性及直接染料染色，而其纤维 

性质不变。用乙烯一醋酸乙烯酯 共聚 物溶于 

二甲苯加 八聚丙烯中制得的丙纶，可用分散 

染料染 色“ ]。另外的研 究 资 料 ” 说 

明，聚丙烯与乙缩醛聚台物混合 制 成 的 丙 

纶，对碱性染料与分散染料有可染性。另外 

有几种含有哌啶或二羟基氨基的甲基丙烯酸 

酯共聚物，可作为改性剂，也可使丙纶薄膜 

及纤维具有可染性 ” ”】。甚至洗涤 牢 

度以及对光稳定性都有改善。 

最近，Sengupta等人 ” 指出，聚丙 

烯与聚酯或聚苯乙烯混和，可以显著提高丙 

纶纤维的吸色力 (见表 4)。丙纶的各种染 

色性质都因所加入聚台物添加物 的 性 质 而 

异，和它们的化学性质以及纤维结构的变化 

都有关系。他们发现--”)，这些添加 物的 

加入会减少制成纤维的总的结晶度，因而提 

高了对分散染料的可染性。但是单靠结晶度 

的变化，并不能解说吸色力提高的现象。因为 

混入聚酯 (PET)的丙纶，其结晶度比混人 

含有聚苯 乙烯组份的丙纶高，但是其吸色力 

却也常比它高。因此，可以认为添加物的性 

质对制成纤维的染色性有较大的作用。 

经过变形处理的丙纶，由于热处理对丙 

纶的结 构发生了变化，对其染色 性 也 有 影 

响。试验发现 ” ，聚丙烯聚酯的混 合 丙 

纶纤维，经变形后其结晶度会降低。如热处 

理的时间增加，则结晶度还要进一步降低， 

从而使吸色力增高。但是聚丙烯一聚苯 乙 烯 

混合的丙纶，经变形加工及延长热处理时间 

后，结晶度相反会提高，从而使吸色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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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变形丙纶 丝的结 晶度 与平衡吸 色力(用C．I．分散橙 3染料 染 色) 

聚 丙 烯 聚丙烯，聚酯 聚雨 烯，聚酯 囊丙烯 京。 乙 聚两情，象苯乙聚 

染 色 耐 阃 (i∞ ％) (98：2) (gs：5) (98：2) (9S 5) 

(秒) 结晶度器 0 结晶度吸色力 结晶度 盎0 结品度嘎色力 结晶度吸色力 (克／10O (克，loo (克／10O 
( ) 纤维) ( ) 纤维) ( ) 纤维) ( ) 纤维) ( ) 纤维) 

1．0 60．36 1．75 46．82 1．80 46．12 2．50 —  2．09 — 2．00 

1．S 58．16 i．95 44．70 2．28 43．75 2．58 51．96 i．88 S4．59 1．90 

2．0 56．34 2．15 44．S6 2．35 42．9i 2．74 60．0l 1．88 59．60 1．68 

3．0 S2．3i 2．0B 42．6S 2．30 42．30 2．75 72．23 1．75 61．91 i．26 

对照(耒变形) 69．98 i．45 SS．船 2．10 52．81 2．56 44．94 i．95 33．73 1．80 

(表 4)。研究者又曾研究过结晶粒子大小、 

无定形 区体积和吸色力的关系，发现纤维吸 

色力是随着无定形 区体积的增加而增加的。 

Tesoro 曾将丙纶织物 用 H2N(CH z)3 

Si(OCH：CH。)。在丙铜的5 溶液中处理， 

然后在14 150。F转筒烘干 1小 时。处 理 

后的纤维对酸性、直接及活性染料有很好的 

染色性，因为纤维内有硅烷聚合，可能产生 

少量的接枝产物。 

2-4商纶的结构改性 

纤维染色性质的总的动力学说明是很复 

杂的。任何使纤维改性的方法，不论是化学 

性的，还是物理性的，都要有一定的控制， 

以避免纤维性质发生不规则的变化。一般纤 

维的染色过程，都可分为三个阶段：(1)染 

料从染液中转移到纤维表面j(2)染料通过 

纤维中的可及区而渗入纤维’(3)在纤维中 

与其染色席位结合。染料扩散进每一根纤维 

的程度，主要决定于纤维改性后分子链的化 

学结构与物理排列。Father” 曾 报 导 聚 

丙烯的共聚与化学改性是改进其染色性能的 

有效方法。不过丙 纶纤维经过适 当 的 后 处 

理，也能改进其染色性能。 

困此聚丙烯纤维的改性可以利用化学反 

应，或与有亲水性的单体在本体结构上接枝 

共聚。 

(a)聚丙蚌的化学反应 

丙纶纤维的改洼，也可用各种化学用剂 

处理，使纤维产生可染性席位 ，特 

别是各种卤化反应，是提高丙纶染色性很有 

效的方法 ” 。最近 的 研 究“” 表 

明，丙纶用溴 化物处理，可得到可用分散染 

料染色的改性丙纶。Ferriai等人 “ 研究 

了将丙纶纤维用光催化法进行溴化 再经过 

胺 化。他们解释了这样处理的丙纶可以用酸 

性染料染色的机理。Fumoto 将丙纶在 

氯气、氯的水溶液或用HCl活化的次氯酸钙 

溶液中进行氯化、曝光或不曝光都可。他发 

现纤维对阳离子染料的亲租力大大增加，口 

使含氯量达到 5％，纤维的强力 也 没 有 损 

失。但 另外也有几个相反的报导，说氯化反 

应对纤维强力有一定 的 影 响。Rusznak等 。 

人 报导，用次氯酸钠氯化丙 纶，有 较 

好的染色性，但对纤维有降解的作 用。Ag- ÷ 

sler【 则发现，用S0 2CL2等进行氯化， 

能使纤维产生化学活性的氯基团，而对纤维 

并无损伤。 甲醇形式的碱性染料可以与丙纶 

分子链上的氯结台，此时的染色反应就不单 

是成盐反应了。Shah等人 “ 用次氯酸钠 

对丙纶进行氯 化，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但他 

试验的氯化程度很低，在1．75— 1．85 的范 

围内，不足以使纤维结构造成损伤，因而也 

不会影响其物理性质 氯化后不但对阳离子 

染料的亲和力有显著提高，而且丙纶纤维的 

吸湿性也有所改善。他们认为其染色机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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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 维与所用的八种染料 (即具有反应性的 ) 

都产生 丁共价键 其中甲基蓝 (CI碱性蓝9) 

的耐光牢度最好，对水洗、氯漂、海水及碱 

煮的牢度也很好 (见表 5)。Fumoto 

发现，聚丙烯薄膜在曝光或不曝光的条件下 

进行溴化，通过x光衍射法观察 ，可以看到 在 

纤维的无定形区和半结晶区都已发生溴化， 

纤维的吸色力都能增加，即使溴 化 率 达 射 

4 ，强力也毫无损失。 

表 5 氯化丙纶甩阳离子染料染 色后 

对氯漂、海水、碱煮的坚牢度(评衄) 

对氯漂 对海水 对碱煮 染 料 
牢度 牢度 牢度 

Cl碱性黄 2 4 S 5 

C!碱性紫 3 5 S 4—5 

Cl碱性蓝 9 5 S 5 

Cl碱性紫lO 4 3 4 

Cl碱性蓝69 5 5 S 

Cl碱性黄28 S 5 5 

C】碱性黄l3 4．5 4 4 

a碱性红l3 5 S 4 

Morimoto等人 ” 用氯的饱和水溶液 

对丙纶进行氯化，氯化后再用40份 液 氯 与 

0．05份钠在 一33℃时处理，结果丙纶就很容 

易用酸性染料染色。同样将丙纶用丁胺、辛 

胺，十二胺或其混合物在油醇及氧乙烯缩合 

物稳定剂存在下进行处理，然后用盐酸水溶 

液洗涤，结果丙纶可以用碱性染料或分散染 

料按 常 规 方 法 染 色““]。 akegowa等 

人 发现在丙纶氯化时加入聚碳酸 船 树 

脂，所得的丙纶很容易用分散染料染色。 

有人曾用““ 氯磺化反应以提高 丙 纶 

的可染蛙。Pickier等人 ” 发现用C1SO2一 

OH处理丙纶，可得较好的可染性．吸湿性， 

熔融指数和热稳定性。用铬酰氯 的 CC1．溶 

液氧化丙纶，也可使纤维改性，对 分散染料 

有较高的可染性 ” 】。Morimoto等人 ”” 

又指出，在用 5％过醋酸的醋酸液处理 ．前，在 

真空中经咖马射线辐照，撩 后再用乙二腕溶 

液在80℃处理30分钟， 呵使丙纶对酸性染料 

有可染性。又有人发现用过氧化 氢 在 染 色 

前处理，可提高丙纶对还原染料 的 可 染 性 
【”  

。 Gargliadi ” 卓 越地 研究 了 在 丙 

纶上成功地引进各种功能性基团，如羧基、 

磺酸基、膦酸基、磷酸基、氯甲基、二氨基和两 

性基团等，改性后的丙纶，可以用染腈纶的各 

种阳离子染料染色。用氯甲基磷酸处理的丙 

纶，可以甩怕胺、仲胺或叔胺进行氯化，其 

反应式如下： 

o 

}l 

o 

RNH 一 P — CH NHR 

o  

lI 
— P 

＼ a 
用羧基、磺酸、腾酸或磷酸 改 性 的 丙 

纶，可使丙纶的耐热和耐光性显著提高。 

一 项日本专利 ” 提出，将丙纶 用 双 

异 丙氧基与煤油于100℃加热2小时，待煤油 

挥发后，抽制成纤维，可以在5O：l的裕比中 

用媒染蓝l 3染料染色 

(b) 接枝共聚 

将聚丙烯用乙烯单体进行按枝共聚，是 
一 项最普遍的．丙纶玻性方法。接枝的原理是 

把一种单体连接在一种预制的聚合物的主结 

构上 ，这一反应的步骤为 表 6所 示。 

当隶水往单体接枝于丙纶纤维表面后， 

会构成能与染料结台的极洼席位而改进了染 

色挂。有许多人研究过用接枝共聚法使丙纶 

能用现有各种染料染 色““ “ 。Stature 

等人t- 曾报导将丙纶纤 维 与 氯 甲基 苯 

乙烯用咖马射线进行接技，氯甲基是活性缀 

强的基囱，可以成为能 与染料结台姻席位 接 

枝后的丙纶纤维可以在直接染料或酸{生染料 

的二甲基甲酰胺(DMF)溶液中于115’130℃ 

处理 一小‘ j进行非水溶液的染色。 染液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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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是 l克丙纶、0．4克染料及500毫升DMF。 

表 6 接枝共聚反应的田解 

一 c 

／ ／ 

】 

一 CH广 C—  

OO’ 

一

CH,--i 一I 
c 

一  广∈一  

o 
＼o —H 

CH， 

H一  (P P) 

CH、 
l 

一 CHf—C —  

l Mt单 ) 

l 
(H， 

一 CH —C一  

M  

卜 
∈ 

— CH 一 C —  

M cn 1) 

按磕其衷 

它 电可用一种亲核性试剂如吡啶的水溶液染 

色，可以染得很深浓的色泽 从电子显微镑 

巾可看出，在非水溶液中染色时，需要较高的 

接枝程度。非水溶液染色的丙纶，其透染与水 

洗牢度都比水溶液染色的试样要好得多，这 

司能是由于化学性与物理性结合作用所致。 

用辐照技术的接枝共聚是一步法工艺， 

比大多数常规的化学处理工艺操 作 方便 得 

多，而且接枝时只要选择适当的用剂量与剂 

量率，就可控制穿过厚层聚合物的接枝侧链 

的数量与长度。 

有资料说明，用甲基丙烯酸及丙烯酰胺 

对丙纶薄膜板接枝时，用二苯甲酮为光敏剂 

在气相中进行交接枝作用 “ 。用 “分 析 

化学甩电子分光镜 (ESCA)检查，发现接 

枝作用仅仅发生在薄板的表面。这样接枝的 

丙纶薄板、对水溶性染料如结晶紫或碱性桃 

红B等，有很强的亲和力。Tazuka等人““ 

曾试过用丙烯酰胺以=苯甲酮为光敏剂在紫 

外光辐射下进行接枝。接枝后纤维浸在刚果 

红饱和水溶液中12小时，可得到红色纤维。 

光接枝工艺也能改进丙纶对酸性染料的可染 

性 ” 。有一项日本专利”” 说明丙纶纤 

维先用苯乙酮的醇溶液处理，再将醇溶荆蒸 

发，则光敏剂可以吸附在纤维表面。然后用 

紫外线在缩水甘油甲基丙烯酰酯存在下辐照 

接枝。再在甲酰胺 与二乙醇胺水溶液中加热 

至沸，就可有很好的可染 性。Belloboao等 

人“ 用光化学法在丙纶纤维上用丙 烯 酸 

化的偶氮染料[如4一(N一乙基一N一2一丙烯酰氧 

乙基)氯基一4 硝基苯]接枝，并进行了详细 

的动力学研究。Uao等人 “ 曾通过形成氢 

过氧化物将如下结构的可聚染料接枝： 

cH。 

cH c—cOOcH 一 cH— cH 一 R (2) 

OH 

(式中R代表一NHPh及一NHNaPh单元 ) 

将纤维与过氧化苯酰在经气中加热，成 

为聚氧过氧化物，再用乙烯单体在75—95℃ 

处理，得到接枝共聚体。此纤维再与重氮盐 

偶合得到有色纤维。另外，也可将丙烯酰化的 

偶氨染料用同样方法接技于丙纶，可得到从 

黄到紫的各种色泽。另～种研究报导 ” ， 

是将丙纶用可 聚染料 C4-Ph⋯N N C H．· 

NHCHzCH(OH)-CH：02CCMe：CH2] 

的乳化液在氯大气中进行接技，可得到深黄 

色的改性纤维。对丙纶纤维的改性接枝，通 

常在高能辐射下进行 “““】。 

Suadardi “ 发表了一项关于用乙 烯 

吡咯烷酮 (VP)、丙烯 酸 (AA)，丙 烯 腈 

(AN)、丙烯酰烷 (AM)等单体对丙纶接枝 

共聚，以改进其可染性的卓越研究成果。他 

发现接技后的丙纶纤维差不多能用直接、冰 

染、分散、活性、碱性、酸性及还原等所有各 

种染料染色，结果如表 7所示。可以看出， 

各种乙烯单体中以用乙烯吡咯烷酮接技后， 

对碱性、酸性、分散及冰染等染料的可染性 

最好，染色的水洗牢度也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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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接收丙纶纤维对各种染料的染 色性 

还原染料： 1-±林艳粉红 C A A C C 

2．M．N．±林灰 C C A C C 

3．M．N．±林橄榄 C A A C C 

4．印地素红IFBB C B A C C 
(c．1．可溶性还原红10) 

酸性染料： l—Neonyl~ C A A C C 

2．Neonyl红 2B B A A C C 

3．Neony[盒黄 C B A C C 

碱性染料； 麓 ：螽藩。) B A A C A 
2．孔雀石绿 C A A C A 
(C．I．碱性绿4) 

3．碱性桃红B B A A C A 
(C．I．碱性紫10) 

4．藏青 C A A C A 

S．甲基紫 C A A C A 
(C．1．碱性篙 1) 

直接染料：l-Durazol~：P,S C B A C 

2．Durazol棕R300 C B A C 

3．Dura~l黄4GS C A A C 

分散染料：l·Pa1aniI红sL B A A A 

2．Palanil黄R C A A A 

3．Pa[ani[蓝 RT B A A A 
(C．1．分散蓝81) 

4．Palarill红案FR B A A A 

活性染料；1．pnocion~MR B B A C C 

2．P~,oeion黑 MB C C A C C 

冰染 色盐I l·a‘蔡聩 B A A B A 

2．8一綦瞎 B A A B A 

3．日‘硝基苯胺 B A A B A 

往：A=染得深色； B=染得浅色； C=不照染色。 

丙纶纤维接枝后的 。 分不但能提高 与可染性，并且不影响其物理性质。用异丁 

纤维的可染性，同时也能改进其吸湿性 ‘ 烯酸接枝的丙纶，如果接枝程度达到50 ， 

。 用极性单体接枝后，可以 使 纤 维 的 其回潮率就可达蓟3．2％“” 。还有人试验 

回潮率增加，其增加的程度除依靠单体的亲 用丙烯酸接枝，如果接技率达到75％，则丙 

水性程度外 ，还与接枝有关 “”】。乙烯吡咯 纶的回潮率可达到6．5 。 

烷酮和丙烯酸是提高丙纶吸湿性的最佳接枝 另外，Ito等人 “ 曾发现丙纶薄膜用 

单体。Geleji等人 也试验过，丙 纶 纤 二 甲基丙烯酰胺接枝君，在 25℃和 65％RH 

维用甲基异丁烯酸、乙烯毗啶、乙烯乙酸盐 的条件下，吸湿率可以达到l2％。Lokhande 

和丙烯酸等单体接枝后，都有较好的回潮率 等人 也报导过用丙烯骏和异丁烯 酸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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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接枝的丙纶能提高亲水性，他发现用丙烯 

酸接枝的回潮率比用异丁烯酸接枝的高。 

Sundardi ” 又报导了一份关于用乙 

烯呲咯烷酮接枝的一份资料，认为对染料的 

吸 色率是好的，但水洗牢度却不 能 令 人 满 

意。又有资料报导，用其他单体如异丁烯酸 

接枝以提高丙纶可染性 对 ”]，所 用 

的辐射剂量、剂量率、单体的浓度和水浴比 

都对接枝率有很大影响。用碱性染料枕红 B 

在 pH5及100℃染色的吸色率与接枝率的关 

系曲线如图 1所示，表明单体接枝率提高时 

吸色率有显著 的增加，可能是由于引进的羧 

基增加之故。Fournier 。 也做过用异丁 

烯酸接枝以提高其可染性并研究其对丙纶纤 

维性质的影响。 

娃：o 未接枝丙纶。以下为PMAA接枝的丙纶： 

●=s．5~PMAA；△=儿 ．s PMAA； 

▲=21．0％PMAA；●=35．0％PMAA； 
口=50．9 PMAA[163]． 

图 l 丙纶及用聚甲基丙烯酸接枝丙纶， 

甩碱性桃红B染色的吸色率 

图 2为接枝丙纶用分散 红 B3B(C．I．分 

散红11)染色后吸色率与接枝率的关系曲线， 

它在接枝率较高时呈显著上升而不是呈线性 

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接枝率较高对纤维直径 

增大了。高接枝率丙纶在染 色达到平衡时， 

染料与纤维上羧基结合前，要扩散通过纤维 

本体，这种扩散现象是吸色率提高的原因。 

而接枝率对扩散有影响。可接受染料的空间 

{畎 

挂 
静 

＆ 

× 

* 
刊  

群 

摇枝翠f ) 

图 2 甲基丙烯酸接枝丙纶纤维用分 

散红B 3B染料染色的设色率 

或区域的容量分数 、大小和构型，与有序医 

的分布，将决定纤维的可染 性r”“。可 染 

性又决定于染料在纤维中扩散的难易，因而 

又决定于 聚台物中结晶医与无定 形 区 的 比 

例，如比例数减小，则扩散性与可染性都能 

提高。由于通过接枝能减小这一比例 ， 

因而通常能提高纤维的吸色率。 

用甲基丙烯酸接枝的丙纶，其扩敞系数 

将随接枝 率的增加而提高 (见表 8)，主要 

表 8 聚甲基再烯酸接枝丙纶的 

扩散 系数 ” 

碱性挑红B 甲 基 蓝 (％) 

0．0 i．13 1．20 S2．10 

S．； 2． u 3．44 48．S0 

11．S 4．41 S．04 47．98 

21．0 7．34 8．5l 45．SS 

35．0 12．67 14．S3 41．50 

50．0 24．69 25．75 36．90 

因为其结晶度有了改变 ” 。由于染 料 分 

子穿过纤维无定形医的难易，要受扩散系数 

的影响，因此纤维中分子整列 度 的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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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染色容易进行。如果纤维的结晶度显著 

降低 “ ，染料分子将容易接近纤维分子无 

序区域的可接受染料席位，因而使纤维的扩 

散系数增加 

Dasgupta。’ 用甲基丙 烯 酸、 丙 烯 

酰胺或两者 的混台物加苯乙烯对丙纶进行接 

枝 ，先将丙纶浸在其醇溶液中，再用离子化辐 

照，使之产生接枝共聚物，改进了可染性。另 

外又有 资料报导，用同样方法，先用乙烯单体 

浸溃，然后用离子化辐照以进行接枝” 。 

也有通过氧化氢作用进行乙烯单 体 接 枝 的 
⋯ “  

， 但使用这些方法时，纤维 分 子 

链将受到氧化降解，纤维的物理性质要受损 

伤 ” 。而且这种方法要经过两步手续，先 

要氧化成过氧化氢物，然后再用乙烯单体接 

枝 Nob等人 ” 曾用丙烯腈、甲基 丙 烯 

酸甲酯及丙烯酸甲酯等对丙纶纤维接枝，结 

果不但对分散染料有可染性，而且对碱性染 

料也有可染性。Minskec等人 ” 指 出， 

经过过氧化氢作用的丙纶用甲基丙烯酸甲酯 

接枝，也可甩三乙基铝处理，其他人则采用 

了类似的方法 ” ，其反应式如下。 

oo H 

— c ～ C～  

CHj 

— c ～ 一  

按1主聚丙蹯 

CH】 

氧化氧怍用的窝两烯 

J c ~CH213A 

改性丙 

Wu等人 曾将聚丙烯在空 气 中氧 

化，研究了过氧化氢物基团的数 目，反应的 

温度与时间对接枝率的影响，接枝后丙纶容 

易用碱性染料染色，并有较高的吸湿性。 

Lokhaade等人 “ 用-亲 水 性 单 

体，如丙烯酸、甲基丙烯酸、丙烯腈 丙烯 

酰胺 及醋酸乙烯酯等与丙纶接枝，接枝后丙 

纶有较好 的可染性及回潮率，但其强力却略 

有降低。Ma等人曾报导丙纶纤维的非 织 造 

织物用丙烯酸接枝后强力有所 损 伤 1” 。 

与上述资料相反，用甲基丙烯酸 接 枝 的 丙 

纶，其强力反而有所提高 “ 。这可能是因 

为PMAA分子链作为填充剂而具有加 强 作 

用，因而使无定形区的自由体积及移动性减 

少之故。Bharcdwaj等人 也报导 了 用 

电子束 辐照法，将丙纶用丙烯酸及乙烯吡咯 

酮接枝，纤维韵强力可以有所提高。不过， 

接枝改性对于纤维物理性质的影响，可以通 

过细心选择单体的性质及接枝的条件而减至 

最轻程度。 

另外还有几种其他用接枝共聚提高丙纶 

可染性的方法。一项英国专利 ”” 提 出 用 

苯乙烯对丙纶接枝，可得到较高的可染性。 

方法是用90份单体在丙纶熔点以上的温度下 

与聚丙烯混合，单体可以聚合而产生接枝共 

聚体，但得不到100 单一的共聚 体，有 一 

部分单体没有接枝，成为均聚体，留在丙纶 

本体中。Fujisaka等人 ” 将丙纶用甲基 

丙烯酸丁酯及二苯甲酰基氧化 锡 在 250 研 

磨，然后用二甲苯种丙酮处理，将未接枝单 

体及均聚体除去。有～项资料报导了在接枝 

侧链上造成亲水基团的方法 ” ，先 将 聚 

丙烯用甲基或二甲基苯乙烯在咖马射线下接 

枝，所制成的共聚体在硝酸一硫酸混合液 中 

进行硝化，再用丁醇中的SnCI．还原，使接 

枝链上产生NH：基，然后可以用 Fast Red 

A在水溶液中100℃，1小对进行染 色 ” 。 

也有资料报导，用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抽酯接 

枝的丙纶纤维，再用氨基化台物处理 ，可得到 

优良的可染性 ” 。用丙烯腈接枝的丙纶可 

得类似结果，胺化后提高了酸性染料可染性， 

物理性质并无任何改变。最 近，Macoveaau 

等人 曾指出丙纶纤维可以用联苯胺 在 

冷等离子体下进行表面接枝，再经过重氮化 

后各种芳香胺或静类偶合，染出色泽的水洗 

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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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汗渍牢度都很好。Simionescu等人 口l】 

也进行了同样的研究，在醇介质中和等离子 

体反应内用联苯胺接枝的 丙 纶．(含 氮 l6— 

27)，用NaNO=及HC[在 0℃处理， 再 与 

铬变酸及B一萘酚偶合，可以得到很深的黄， 

棕 ，紫、红等各种色泽。 

三、 总 结 

丙纶纤维由于其价格低、重量轻与强力 

高等优点，正广泛应用于纺织工业和其他领 

城。但有一个主要缺点便是其吸湿率接近于 

零，而 且染色困难。这些缺点是因为 聚丙烯 

分子是纯粹碳氢化台物结构，没有可 以与染 

料分子结合的极性基团。人们用丁许多方法 

便丙纶纤维能够结合染料。开始时是想改变 

抽丝方法或牵伸条件，以改变丙纶纤维的结 

构形态，但没有取得成功。 

其次是用金属及金属化合物进行原液着 

包，再用有螯合性的染料结合成复台物，以 

达到染色目的。含有过渡金属的丙纶纤维能 

储存较长时期，能用可螫合染料染成各种色 

泽，可以解决储藏问题。但这种方法有一个 

主要缺点，就是要处理和贮存大批不同色泽 

峋纤维，而且施行前要对特定 色泽的颜料进 

行仔细检查。 

另外的方法就是化学改性。比较成功的 

方法就是用亲水性的单体进行接枝共聚，可 

以显著提高纤维的吸湿性和可染性。根据接 

披部分的性质，几乎可以用所有的碱性，酸 

性或分散染料染色。这个方法操作很方便， 

如I果是用直接辐照接枝法，只要经过一步工 

程 ，辐射能可以从核反应取得。不过，接枝 

改性法虽有这些优点，但要成熟为工业性的 

加工，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改进。 

混和各种单体后抽丝，也是一个解决问 

题的方法。现在已有许多可以与聚丙烯混和 

的单体，混合后可制成能用大部分酸性、碱 

性及分散染料染色的改性丙纶。但加入单体 

后 丙纶的结晶度将受到影响，纤维的强力将 

要降低，选用单体的配伍性能对强力性能进 
一

步产生 影响。但这种物理性质的变差，可 

以用适当的混合比例与接枝条件 而 加 以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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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P r⋯ Ï 5 C ·̈cIIo e Ma~ laclu re m Pb帅 E Kk94"．er 

Colo．,hr~ 1)ui<h P 277 8．34 I I9651 

a7 J U1a1 k d nd J Ju r I f W  L 2l I19岬 )74 

188 『Noh C H V andI J Hwan!l NonmUnli~ S⋯ 口Kwah,lk K ul 

Vo,~gu'O (【nlI Taehak!'
．uo)7【19801呐 

I89 KNaka rsuka F an'／K 8oh J p⋯ P 7014866I19701 CA
．  

73．89 1 174 f19701 

I90 J'4n8 Jui Wu Z A Rogo~n and^ A Konkin K6，m Volohnd 5 

【l96}Il8 

l9l H Ttohhande K N ndo a．dM H R 。̂ Ind PoI R d ral n0c 

SOmp I】979I 287 

L92 M H Rao N Re。 H T Lokha．~'and P DIKa]e N d1『Svm口 I l 

Appl Ind 《P杈 1 II977}Z7l CA 9l l89 7．15 ll9 7q) 

I93 Y r4a Va 9 0rid L Zhan~ I：usl Yanl,U Yu Fus6~Go,lu ×ye 0 

C^ I84 1 l693 _I9~6l 

l99 A H Hu u⋯ nd B DGup J Po～m s(t 0“' 51 

3365 

l9 1 SBhaIdw I andH”eu I gP r C。 d P vm s口 256 c7}『l口7m 

66 

l96 Hon! cmInI cI b G nt e r l 1ndu a HIn ralea Ch一  

BP 875 758(19弘 1
． C^ s6 497I_1962} 

l97 Yru d T揶 ma H Sak -a|JM 柏 H K⋯  and h|ma 
Japa吣  P 7l 06425【】97【_c^ 75 499∞ 1Iq7】} 

1朔 H M帅 h∞ Japa P 9 846ll96 5}c^ 63 】6 558l】96 

199 Y ’、 ahu ra T Ku ros Hl N Kunlha ru H Tdhed⋯ d H HIu ra BuII 

Ch rn 50c JaP n 38 c Il965I I349 C  ̂ 日 2 2l2¨9661 

2∞ H M Mec。⋯ u G ca⋯ a A L。anId C Chem 亡h l9 

c198SI 627 

20】 C SIm10nescu F Den⋯ nd M Mac⋯ anu R⋯ nIan P 72534 

(1㈣ ．cA 96 20】0 1l982l 

英国 Rev．Prog．c。l。fatj0Ⅱ》，1989年 P．7 

黄 立译 唐志翔控 

三嗪基氨基二苯乙烯荧光增白剂 

在棉上吸尽率、光稳定性和光敏性 

一

． 前 言 

在织物上施加荧光增 自剂 (FBA)可 以 

降低泛黄和提高织物构自度。其功能是吸收 

光源中的紫外线辐射，从而重新发射可见的 

蓝光。当它首先导入纺织工业时，荧光增 自 

剂主要用于纤维素纤维。现今已时常地施加 

于含有各种纤维的织物，包括纤维素纤维的 

加工，以及结台在洗涤剂中应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