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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摘 要】 细旦丙纶经钻60或电子辐照后，发生了部分降解和交联，固此可用分散染料染色， 
。某些染料皂洗牢度可达 3．5级以上。本文探讨 7细旦丙纶纤维及织物经不同剂量辐照后，色差、色 

牢度、强力、吸水性及重量变化，为解决细旦丙纶着色问题 ，探索 7一条新途径。 

2．1 辐照的特点和分类 

丙纶纤维化学性质十分稳定，不吸湿、耐热 

性差 ，不能用高温法或普通化学法进行改性处 

理 。 

辐照技术采用高能辐射对物质进行改性处 

理，完全改变了化学变性的模式 ，主要特点是 ： 

2．1．1 省料 不需要 引发剂； 

2．1．2 省能 可在低温下进行，仅通过调 

节辐照剂量来控制变性程度 

2．1．3 省水 可完全采用固相反应 ，无公 

当丙纶受到辐照作用时 ，分子中产生 自由 

基和 R · H ·游基 ： 

RH翌 R．+H． 

在氧的存在下，便形成过氧化物游基和氨 

过氧化物 ： 

R ·+ O2 ROO · 

ROO ⋯q-RH ROOH +R · 

通常情况下 ，这一过程一旦被引发 ，就会自 

动催化反应下去，以致使纤维太分子链断裂，分 

子量降低，造成严重的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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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些添加荆存在下，可以控制链的增 

长及链断裂的位置，使形成活化中心的自由基 

再发生交联。辐照改性分为预辐照法 、共辐照法 

和后辐照法三种，本文采用预辐照法 。 

2．3 辐照处理方法 

试 验 材 料 为 70d／72F 细 旦 纯 丙 纶 纱， 

100d／48F细旦丙纶 经编 毛 巾织物 ，32 纱和 

100d／48F棉／丙针织棉毛织物 。 

辐照源采用钴 60和电子辐射两种 ，剂量从 

0．5R 、1．OR。、1．5R口、2．OR口、2．5R。(R口为初始 

辐照量)。 

方法为室温、空气中辐照处理 ，然后染色并 

比较性能。 

3 辐照条件对可染性的影响 

将辐照前后织物用分散染料染色 。试验条 

件为染料 3％(ow1)，浴 比 1 100，时间 0．5h， 

然后用 日本岛津 NP--1001 DP色差计比较其 

色差，并用国标法测定皂洗牢度。 

3．1 不同辐照源的影响 
- 将棉／丙针织物分别置于钻 60和电子辐射 

源中，用相同剂量处理后同浴染色，并测定色差 

值，结果见表 I。 

衰 l 不同辐照潭相同剂量处理的色差值对比 

o．5Ro 1．0R· ＼ 空白 
蛄 6O 电于 怙 60 电于 

珂 目 ＼＼ 辐射 辐射 辐射 ■射 

黄色 Y 538-3 540-1 533-2 544-3 526-7 

559-o 562．0 554．0 56S-3 545．2 

Z 43．1 42—2 39-6 41-5 37-5 

232-o 船 2．4 230．9 233-3 229．5 

24·2 24·9 24-2 24．2 22-3 

151-3 151．9 151．4 152-7 150．9 

0 O-7 0-0 O-O 1 8 

0 0．5 0．0 1-3 0．4 

L 0 0-4 —‘1-1 l-2 —‘2-5 

0 0．9 1．1 1．9 3．0 

表 I数据说明，相同剂量处理 条件下，电子 

辐射色深大于钴 60辐射。原因是前者为大剂量 

瞬时表面处理 ，故表面改性程度好于后者。 

3．2 不同辐照剂量的影响 

将纯丙纶毛巾织物于不 同剂量下辐照处 

理 ，然后染色．观察色深及色牢度变化 ，结果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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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不 同剂量电子辐照处理后色深值变化 

l—分散红染色色差随辐照剂量变化I2-分散蓝染色 

色差随辐照剂量变化 

由图 1可见，纯丙纶毛巾织物随辐照剂量 

增加，分散红、分散蓝染色色深值增加。 

色牢度变化见表 2． 

衰 2 染色牢虞随辐照卉|量的变化 

晏牢虚(敏)、 - 
1．5R 2．OR0 2．5R． 

红 1．5 2．0 2．0～2．5 2．5～ 3．0 

黄 1．5 l_5 1．5—2．0 2．O～ 2．5 

蓝 2．5—3．0 3．5 3 5 3．544．0 

表 2说明，随辐照剂量的增加，不但色深值 

增加，色牢度也随之增加 0．5～1．5级，蓝色牢 

度稍好 ，红色次之 ，黄色稍差。 

3．3 不同织物的影响 

不同组织规格的织物 ，对辐照能量的 吸收 

也不同，改性程度也有所不同。本文采用纯丙纶 

毛巾织物和棉／丙交织物进行相同剂量的电子 

辐射，同浴染色后 比较色差值 (见表 3)。 

衰 3 不同织物用相同卉|量电予辐射后色差值比较 

1．5Ro 2．ORo 2．5Ro 

纯丙纶 棒，丙 纯丙纶 棉，丙 纯丙纶 棉，丙 

一 l6．8 — 23．1 — 9．8 — 24．4 一 l1．5 — 2 4 

l9．7 26．9 22．4 28．8 27．6 28．6 

注t使用分散蓝染料 。 

由表 3可以看出，不同织物用相同剂量辐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印 絷 第二十二卷 第=期 

照后，棉／丙交织物色深变化大于纯丙纶织物． 

主要原因是棉／丙交织物中，棉的化学活性大于 

丙纶，更容易接受能量而发生变性，故棉／丙交 

织物变化大于纯丙纶织物。 

3．4 不同染料的影响 

细旦丙纶织物经辐照后 ，对不同类型的染 

料、相 同类型不同结构的染料着色情况都有所 

不同。 

用酸性、碱性 、媒介、分散染料分别进行染 

色试验，发现除分散染料 外，其他染料均不上 

染，相 同类型的染料也因结构不同，色差值随辐 

照剂量变化的规律也不相同． 

图2为纯丙纶毛巾织物色差值随辐照剂量 

变化情况．由圈 2知，分散红色差值随辐照剂量 

加大而变大，但分散黄则在 2．OR 处有最大色 

差值，辐照剂量再加大时色差值反而变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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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不同染料 随辐照剂量变化色探变化 

4 辐照改善可染性的机理初探 

纤维要获得可染性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染料能渗透到纤维内部； 

纤维内部有适当的染座使染料上染并获得 

良好的牢度 ； 

染料易于从染浴或印花色浆中转移到纤维 

上去。 

4．1 化学结构的变化 

为探讨色深增加，皂洗牢度的提高试验结 

果机理，首先对处理前后织物进行红外光谱分 

析(圈略)，探讨辐照后织物化学变化情况。 

红外光谱分析表明，处理前后织物化学结 

构投有发生显著变化 。这就说明： 

4．1．I 采用的预辐照法没有改变织物的 

化学结构； 

4．I．2 辐照后达到的染色性能的改变主 

要不是纤维内部引入染座的结果。 

4．2 辐照改善可染性的主要原因 

辐照能改善细且丙纶染色性的主要原因可 

能为； 

4．2．1 丙纶纤维变细后，毛效增强，加强 

了染料的扩散速率。 

4．2．2 辐照使纤维发生部分降解而减量， 

纤维内部出现微孔和裂隙。 

4．2．3 比表面积扩大，从而增加了对染料 

的物理吸附。本试验通过强力测试观察降解情 

况 (见图 3)，通过毛效测试观察对液体的吸附 

情况。 

l_5 2． 2 5 

辐射量 R一 

30 

20理 

日 

图 3 不同织物用不同辐射源辐射后 

强力变化及色差变化比较 

l一纯丙毛巾织物强力曲线I 2-棉／丙针织物强力曲 

线I 3-纯丙毛巾织物色差曲线I4-棉／丙针织橱色差曲线 

图 3表明，纯丙毛 巾织物和棉／丙针织物随 

辐照剂量的增加而强力下降 ，色深值增加。由此 

可见，可染性的改善与纤维表面辐照降解密切 

相关。吸水性的改变也可从另一角度证明这一 

观点(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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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丙毛巾织物 

棉，丙 织物 

表 4 不同织物用电子辐照处理后的毛效变化(ram) 

由表 可以看出，未经辐照的织物 ，毛效几 

乎没有升高，而辐照后毛效全部上升，说明吸水 

性增加，棉／丙好于纯丙，且在剂量 2．OR。时，出 

现毛效最大值。吸水性的改变也说明色深增加 

是加强了对染料物理吸附的结果。 

3．2．4 某些分散染料与丙纶纤维有一定 

亲和力，使染料的色牢度有所提高。 

4 结 论 

4．1 细旦丙纶纤维经辐照处理可提高染 

色深度，提高分散染料皂冼牢度。电子辐射源好 

于钴 60辐射源。 

4．2 预辐照法未改变纤维的化学结构，色 

探和牢度的提高 ，主要是纤维部分降解后增大 

物理吸附 ，部分结构相近的染料与纤维形成 固 

21 3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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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溶液的结果。若进一步改善染色性能 ，可考虑 

采用共辐照法。 

4．3 辐 照法工艺简单、省能源、无公害，可 

实现非液相，低温加工。现已证明在纺织纤维接 

枝、固着等领域有明显效果 。对不吸水、化学性 

质稳定、不耐高温的丙纶纤维来说 ，辐照接枝变 

性法将为我们展示一个广阏的应用前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辐照成本 已日 

益下降(约占总成本的 10~20 )，在许多领域 

实现工业化生产 ，如何在纺 织行业应用辐照技 

术，是纺织科技崭新的研究领域。以上仅是我们 

的初步探索，许多工作有待进一步研究。 ∞  

(收稿 日期 l9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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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996年北京国际染整技术与发展研讨会 

征 集 论 文 的 通 知 

为加快我国印染行业结构调整 ，促进印染后整理技术及产品升级，推动印染行业的技术进步 ， 

中国纺织总会拟于今年 11月召开 1996年北京国际染整技术与发展研讨会。参加范围为与染整技 

术有关的国内外企业、研究院所 、大专院校。主要内容是交流研讨印染后整理技术与产品发展趋势， 

化纤仿真、天然纤维高档化印染后整理加工技术 ，工厂现代化与管理 、节能与污水处理新技术等 现 

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论文，论文征集提纲为： 

1．印染后整理技术和产品发展趋势综述。 

2．化纤仿真加工新技术(包括涤纶仿绸 、仿毛、仿麻印染后整理加工新技术、新设备、新助剂)。 

3．天然纤维Crl"、机织物)高档化印染加工新技术、新设备。 

4．各种化学与机械整理新技术与装备、新助剂 

5．印染企业现代化与管理技术，包括漂、染、印、整工艺条件的在线检测与控_剐，溶液、浆辩的 

动配液、自动调浆、自动输送技术与装置的应jlj与发展，品质管理技术。 

6．其他(包括污水处理新技术、与生产效球相接近的漂、染、印、整试验样机的应用发展等) 

要求论文应有一定的理论水平 ，密切联系生产实际，突出应用性、技术性。字数一般不超过 

5000字。论文截止 日期为 5月 15日。 

请各单位组织有关人员按论它征集要求积极撰写。论文请用稿纸书写或打印形式一式三份寄 

中国纺织总会科技发展部 。论文经“ 通过后通知作者，不予录用的论文不再退回，请自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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