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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在塑料凹印中如何控制油墨的印刷粘度问题 
资料来源：《广东印刷》2009年第1期 作者：汪焕心 

在塑料凹版印刷中，如何控制油墨印刷粘度是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特别是在高速

轮转凹版印刷中，油墨印刷粘度控制是否适当，直接与颜料的转移、脏版、印品光泽

亮度、颜料粘接牢固度、静电等绝大多数质量问题关系极大，影响着印品的成品率以

及工作效率。那么，在塑料凹印中，如何控制油墨印刷粘度，才能兼顾多方面，保证

印品质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了解油墨印刷粘度与粘性这两个概念。据查相关教材或

资料，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概述通常很含糊，有的甚至把两者看成是一个概念，其实两

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下面归纳几点来阐述油墨印刷粘度与粘性的区别与联系。 

  1.定义不同 

  如果由于某些外界原因使得油墨各层流速不同，特别在两层接触面流动速度不同

的液层之间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存在，这对力称为油墨的内摩擦力，其表现出来的性

质称为油墨的粘性。度量油墨粘性的物理量称为粘度。 

  2.表现方式差异 

  粘性是在抵抗墨膜分离时出现的，并且流体只有在流动时才会表现出粘性，静止

流体中不呈现粘性。粘性的作用表现为阻滞流体内部的相对滑动，从而阻滞流体的流

动，但这种阻滞作用只能延缓相对滑动的过程而不能使其停止。这是流体粘性的重要

特性，并且它是一个流变参数，表示了流体的内部粘合特性等。而粘度表现在液体受

外力作用移动时，分子间产生的内摩擦力的量度。粘度是流体的一种属性，不管流体

处于静止还是流动，它永远存在。 

  3.检测方法、单位不同 

  粘性是用旋转粘性仪来测量的。用粘性仪测量油墨或连结料膜层分离所产生的阻

力大小，用数字表示即为粘性值。粘性没有单位。 

  粘度的测量方法有多种。大体有毛细管粘度计、小孔式粘度计、旋转式粘度计和

旋转锥板粘度计等。一般情况下，常用旋转式粘度计来测量油墨的粘度。当转子受到

液体的粘滞阻力，则游丝产生扭矩，与粘滞阻力抗衡，最后达到平衡，这时与游丝连

接的指针在刻度圆盘上指示一定的读数（即游丝的扭转角）。将读数乘上特定的系数

即得到液体的粘度。由此可见粘度和粘性在单位上不同。 

  4.影响因素不同 

  影响粘性的因素有：弹性辊的直径、硬度以及弹性模量、辊的性质、辊的转速、

辊的温度、环境温湿度、试样温度、墨膜厚度、油墨或连结料等对弹性辊的影响、清

洗过程中弹性辊的状况、被测试样的性质等。 

  影响粘度的因素有：粘度与其温度、组分粒子的浓度，粒径等密切相关，与湿度

和气压的关系不大，不同测量方法的测量精度及测量单位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换算。 

  从上述四点我们可以看出，油墨印刷粘度和粘性有很大区别，但两者仍有联系。

主要表现在粘度是度量流体粘性大小的物理量，流体的动力粘度是由流体本身固有的

物理性质所决定的量，其值是流体粘性大小的一种直接度量，也是流体在运动中抵抗

剪切变形能力强弱的一种度量。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粘度大表示粘性大，反之亦

然。 

  在我们了解了油墨印刷粘度、粘性与这些质量问题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接下来

讨论在高速轮转凹印中如何去控制油墨印刷粘度的问题。 

站内搜索 

  

科教

企业搜索 企业登记 自助链接 

实用服务 疑难求助 印刷网站 

论坛新贴 



  油墨由有机溶剂、连结料、颜料、添加剂、助料等组成。当这些原料已定，加工

程度、方法以及各成分组成已定，颜料转移的好坏主要就跟油墨的印刷粘度有关。实

践证明油墨印刷粘度有一定范围（11-24S，使用察恩粘度杯3号），油墨印刷粘度越

大，颜料转移的效果就越差。因为溶剂的作用是溶解树脂或添加剂及助剂等，给予其

流动性，使颜料容易分散。当油墨印刷粘度过大时，整个油墨体系就处于过度饱和状

态，颜料等物质流动性就差，不能均匀分散，而是成团出现，容易堆积在一起，这样

颜料就不能顺利地进出网眼。油墨印刷粘度太大时，颜料甚至根本就不能进入网眼

内，就更谈不上转移了。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堵版现象。因此，我们只要让树脂、颜料

等与有机溶剂所组成的胶体体系不是处于过度饱和状态，而是饱和状态或非饱和状

态，让颜料等物质能很好地分散在其中，形成均匀细腻的胶体体系，这样颜料进出网

眼就顺利了，问题就可解决。有些油墨厂家建议油墨印刷粘度在15-18S（察恩粘度杯

3号）之间。但在实践中，特别是在高速凹印机中（印速在100-260m/min），为了保

证良好的转移效果，而又能长时间印刷，提高效率，油墨印刷粘度一般在11-15S（察

恩粘度杯3号）之间寻找其理想状态点。 

  在塑料凹版印刷中，还经常出现脏版问题。其现象为滚筒的非印刷面也会沾上朦

朦胧胧的一层树脂（树脂中夹带颜料），并转印给承印物，使承印物呈现片状污脏，

或表现为线状污脏。脏版现象的根源除了与刮刀的软硬度、刮刀压力、刮刀的接触角

度、版筒的质量等有关外，主要还与油墨的印刷粘度有关。正如上面所述，印刷粘度

太大时，树脂颜料等物质流动性差，没能均匀分散，容易堆积在一起，在刮刀和版筒

的相对高速运动之下，刮刀和版筒就容易损伤，从而容易发生线状污脏。同等由于树

脂等也是处于过饱和的状态，大量树脂聚结在一起，以及树脂对滚筒的亲和性，在刮

刀压力之下，树脂便会紧紧地粘在滚筒上（树脂中夹带颜料），这样便出现片状污

脏。一般来说，油墨印刷粘度小，脏版现象就不容易发生。 

  然而，如果油墨印刷粘度太小，说明油墨中有机溶剂含量多，而树脂、颜料等成

分相对要少，这样便不能在干燥时结成平滑的膜层，印品会泛白，变得暗淡无光，缺

乏光泽。因此，如印品需要有较好的光泽度，一般要考虑使用较大的油墨印刷粘度

（13-19S，察恩3号杯），即树脂、颜料成分相对要多些，以满足印品的需要。 

  同时，油墨印刷在塑料上干燥后成为墨膜时，能将包裹的颜料牢固地附着在塑料

表面，树脂便是对塑料牢固附着的主要材料。因此颜料粘接牢固度也与油墨的印刷粘

度大小有关。这说明树脂、颜料两者在油墨中的比例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而应处

于正常范围之内，颜料粘接牢固度才大。 

  在保持正常的环境湿度之下，油墨印刷粘度在16S（察恩3号杯）以上，静电现象

一般不会发生。油墨印刷粘度在16S（察恩3号杯）以下，随着粘度的变小，胡须状、

斑纹状、边缘排斥、飞墨、转移不良、颜料极不规则的水渍状等静电现象会随之发生

并加重。 

  鉴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业内人士认为，一般在11-17S（察恩3号杯）之间寻找

油墨印刷粘度的理想状态点。如果在这范围内出现静电现象，本着互相兼顾的原则，

一般不用提高油墨印刷粘度的方法去消除静电，而是通过保持正常的环境湿度、改变

稀释剂成分结构，安装除静电刷、使用静电防止剂等方法消除静电。这样才能在保证

质量的同时，提高效率与成品率，为印刷企业获得利润打下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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