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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ΜΑ改性聚丙烯酸酯黏合剂的应用

董俊哲 房宽峻 张霞 付少海 田安丽 王潮霞 蒋学
江南大学 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江苏 无锡  

摘  要  为了改善涂料印花织物的手感和牢度 探讨用半连续种子乳液聚合的甲基丙烯酸环氧丙酯 改性的

聚丙烯酸酯黏合剂在涂料印花中的应用 ∀研究分析黏合剂用量 !黏合剂 值 !焙烘温度和焙烘时间等因素对涂料

印花织物干湿摩擦牢度 !表观得色量和印花织物手感的影响 ∀结果表明 该黏合剂获得较佳印花效果的应用工艺

是其用量为   值范围为  ∗  焙烘温度为 ε 焙烘时间为 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 改性的聚

丙烯酸酯黏合剂更能有效增加印花织物的表观得色量 且印花后织物的手感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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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料印花是最简单的印花方法 它借助黏合剂

将涂料黏着在纤维表面以获得所需印花图案 ∀由于

涂料印花具有污染小 生产简单等诸多优点 因而得

到了广泛应用 ∀然而 涂料印花一直存在着印花织

物摩擦牢度不够理想 !手感较硬等问题≈   ∀这除

了与涂料粒径大小有关外 关键还在于黏合剂性能

的优劣 可以说 涂料印花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

于黏合剂的发展 ∀

随着人们对节能和环保等方面的关注 黏合剂

体系在印花过程中甲醛和二氧化碳释放量等因素成

为必须考虑的对象 同时还要具备较好的摩擦牢度 !

手感以及良好的不堵网性能≈ ∀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 在黏合剂聚合时单体中往往引入含有羟甲基 !环

氧基等交联基团的活性单体≈
或者引入有机硅成

分≈
抑或将 种不同黏合剂低聚合物进行共聚≈ ∀

本文尝试用含有活性环氧基团的 对聚丙烯酸

酯进行改性 研制一种新型的无甲醛涂料印花黏合

剂 ∀经过各项应用实验及性能检测表明 该产品具

有色牢度好 黏度低 手感柔软 印制花型轮廓清晰

等特点 在实际生产中能够较显著地降低加工成本 

节省能源 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

1  实验部分

111  材料与仪器

改性聚丙烯酸酯黏合剂实验室自制 在

装有搅拌器 !温度计 !冷凝管以及滴液漏斗的四口烧



瓶中加入一定量的复配乳化剂和去离子水 搅拌升

温 待溶解均匀后加入一定比例的丙烯酸丁酯和

混合物 通氮气 高速搅拌预乳化一段时间后 

降低转速 逐渐升温 向其中加入少量引发剂过硫酸

铵 反应至无回流 待反应温度回落至 ε 滴加一

定比例的苯乙烯 !甲基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丁酯和丙

烯酸混合物 同时慢慢滴入剩余引发剂溶液约滴加

1  ∀滴定结束恒温反应一段时间 恒速搅拌使

自然冷却 用氨水调节  值至  ∗  过滤 出料即

得固体质量分数为 ?   黏度为1 °#的

乳白色黏合剂 印花涂料大红无锡新光化工有限公

司 增稠剂≠2ƒ≥ 青岛海怡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纯棉平布 1¬经密 根Π 纬密

Π  ∀

× 型烘箱 英国 公司 

≠型摩擦牢度试验仪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

司 ÷2型测色仪美国爱色丽公司 ∞≥

ƒ2型织物风格评价系统自动弯曲试验仪日本加

藤技研株式会社 ×型 计 ∀

112  实验方法

11211  涂料印花色浆配比

涂料大红质量分数   !黏合剂质量分数   ∗

  !其余为增稠剂和去离子水 总计 ∀

11212  工艺流程

白布 ψ印花 ψ预烘 ε ≅   ψ焙烘 ψ在

室温回潮  后测其柔软度 ! ΚΠΣ值及干湿摩擦

牢度 ∀

113  性能测试
按 Π×  ) 用 ≠型摩擦牢度试验

仪对印花织物进行干湿摩擦牢度测试 采用 ÷2

测色仪进行 ΚΠΣ值测定的沾色评级 印制面积

为  ≅  的印花棉布 在 ∞≥ ƒ2型织物风

格评价系统自动弯曲试验仪上进行织物经纬向印花

前后柔软度的对比实验 ∀

2  结果与讨论

211  黏合剂用量对摩擦牢度及 ΚΠΣ值的影响
黏合剂作为涂料印花糊料的主要组分 其用量

对印花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采用不同用量的

黏合剂对织物印花 测定其印花效果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随着黏合剂用量的增加 印花织物的干湿

摩擦牢度和 ΚΠΣ值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

势 ∀随着黏合剂用量的提高 其中所含环氧基团的

量也相应增加 从而提高了黏合剂的成膜能力 增强

了黏合剂膜对颜料的包覆能力 ∀然而  ΚΠΣ值的变

化趋势说明虽然黏合剂用量增加可以增强其成膜能

力≈  
但是其成膜厚度也会随之增加 会降低黏合

剂膜对涂料色光的反射等 从而使印花棉布的表观

得色量降低 因此 依据图  确定黏合剂的用量应

该为印花糊料的   此时不仅具有较好的摩擦牢

度 而且表观得色量也较好 ∀

图   黏合剂用量对摩擦牢度和 ΚΠΣ值的影响

ƒ  ∞∏

 ΚΠΣ √∏

212  焙烘条件对摩擦牢度及 ΚΠΣ值的影响
每种黏合剂均有较为适合的焙烘条件 不同的

焙烘温度和焙烘时间会使黏合剂的成膜性能发生改

变 ∀ 改性的聚丙烯酸酯黏合剂所适应的焙烘

条件如表  !所示 ∀
表 1  焙烘温度对摩擦牢度及 ΚΠΣ值的影响

Ταβ .1  Εφφεχτ οφ βακινγ τεµ περατυρεσ ον ρυββινγ

φαστνεσσ ανδ ΚΠΣ ϖαλυε

焙烘温度Πε
摩擦牢度Π级

干 湿
ΚΠΣ值

  ∗   ∗  1
   ∗  1
  ∗   1
   1
   ∗  1

  注 黏合剂用量为   处理时间为 ∀

表 2  焙烘时间对摩擦牢度及 ΚΠΣ值的影响

Ταβ .2  Εφφεχτ οφ βακινγ τιµε ον ρυββινγ φαστνεσσ

ανδ ΚΠΣ ϖαλυε

焙烘时间Π
摩擦牢度Π级

干 湿
ΚΠΣ值

  ∗   1
   1
   1
   1
  ∗   ∗  1

  注 黏合剂用量为   焙烘温度为 ε ∀

  由表 可以看出 随着焙烘温度的提高 印花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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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干摩擦牢度呈现增大趋势 湿摩擦牢度只是在

 ε 前略有降低 ∀说明黏合剂中的环氧基团随焙

烘温度的升高 其所含氧原子反应活性增强≈  
与

包覆在乳液粒子表面 ) ≤ 以及棉织物自身的

) 等活性基团发生交联 形成了致密的颜料包覆

膜 ∀然而 在温度高于 ε 后 湿摩擦牢度降低了

1级 这说明黏合剂膜随着温度的升高 脆性也随

之变大 降低了包覆颜料的能力 从而导致湿摩擦牢

度的降低 ∀同时 由表 可知 随焙烘时间的延长 

干摩擦牢度在 处达最大值后降低 湿摩擦牢度

也开始降低 ∀说明在焙烘温度一定的情况下 焙烘

时间的延长会增大黏合剂膜的脆性 降低膜对颜料

的包覆能力 ∀综合表  ! 印花棉布的表观得色量

随焙烘条件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从摩擦牢度和表观

得色量以及节省能源等角度综合考虑 该黏合剂适

宜的焙烘温度为 ε 焙烘时间为 ∀

213  πΗ值对摩擦牢度及 ΚΠΣ值的影响
在织物涂料印花时 由于环氧基团的特殊化学

活性 不同  值的乳液对印花织物的摩擦牢度和

表观得色量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 在保证乳液稳定性

的前提下稳定性范围测试为  ∗  对合成的

黏合剂乳液选择从反应结束时的  Υ 进行了部

分 值的调整 以查看乳液 值对印花效果的影

响 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3  πΗ值对摩擦牢度及 ΚΠΣ值的影响

Ταβ .3  Εφφεχτ οφ πΗ ϖαλυεσ ον ρυββινγ φαστνεσσ ανδ ΚΠΣ ϖαλυε

值

摩擦牢度Π级

经向 纬向

干 湿 干 湿

ΚΠΣ值

1  ∗    ∗   1

1  ∗   ∗   ∗   1

1  ∗   ∗    1

1    ∗   ∗  1

  注 黏合剂用量为   焙烘温度为 ε 焙烘时间为 ∀

  由表 可见 随着 值的增加 黏合剂乳液的

值对印花织物干湿摩擦牢度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而 ΚΠΣ值则逐渐增大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  值的

增大 部分已开环会呈现闭合趋势 使得其与黏合剂

表面的 ) ≤ 和棉织物自身的 ) 作用逐渐增

强 从而使黏合剂成膜更加牢固和均匀 提高了对颜

料的包覆能力 ∀

214  与其它黏合剂的对比
选择进口黏合剂  !国产黏合剂 及自制 

改性丙烯酸酯黏合剂 进行应用效果对比实验 ∀采

用不同黏合剂调制的印花浆在纯棉织物上进行印花

加工 测试结果见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种黏合剂应用于纯棉平布

   表 4  不同黏合剂摩擦牢度和 ΚΠΣ值的比较

Ταβ .4  Χοµ παρισον οφ διφφερεντ βινδερσ ον ρυββινγ φαστνεσσ ανδ ΚΠΣ ϖαλυε

黏合剂种类

摩擦牢度Π级 柔软度Π##

干 湿
Β  ΗΒ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ΚΠΣ值

未印花白布   1  1  1  1  1

进口产品    1  1  1  1  1

自制 改性黏合剂   1  1  1  1  1

国产产品    1  1  1  1  1

  注 涂料大红   黏合剂   其余为增稠剂和去离子水 共计 焙烘温度为 ε 焙烘时间为 ∀

涂料印花后的干摩擦牢度相同 但是 黏合剂  的

湿摩擦牢度较之另 种黏合剂低 级 ∀同时 也可

以看出在表观得色量方面 自制 改性丙烯酸酯

黏合剂的 ΚΠΣ值最高 ∀在手感方面 黏合剂 的手

感是最差的 而自制 改性黏合剂和 的手感均

较好 但二者相比前者的经向柔软度略差 而纬向柔

软度却较好 总体手感二者相当 ∀

3  结  论

与传统添加 2羟甲基丙烯酰胺作交联单体的

黏合剂相比 用 改性的丙烯酸酯黏合剂在印花

过程中完全没有甲醛释放 但却具有较好的摩擦牢

度和手感 ∀ 中所含的环氧基团活性很好 随着

焙烘温度和时间的变化 确实起到了较好的交联作

用 促进了黏合剂的成膜 既使颜料被很好的包覆 又

使膜具备很好的柔韧性 ∀结果表明 在黏合剂用量为

  值范围为  ∗  焙烘温度为 ε 焙烘时间

为 时能获得较好的印花效果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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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结合 213的分析可知负离子发生材料与纤维之

间只是物理黏合作用 ∀

图   整理前后麻纤维的红外谱图

ƒ  ƒ×2 



3  结  论

通过麻织物负离子发生量的测试发现 温度

和湿度对负离子发生性能均有显著的影响 而且在

温度为 ε 湿度为  的测试条件下负离子发生

量最高 ∀

负离子发生能力和麻织物的种类 !织物组织

以及织物密度有关 ∀其中负离子亚麻织物的负离子

发生能力优于苎麻织物 斜纹组织的织物负离子发

生性能较平纹组织的好 织物密度越高 负离子发生

能力越强 ∀         

  通过 ≥∞ 分析可知 整理剂与纤维之间形成

了牢固的物理黏合 织物的耐皂洗牢度优良 ∀同时

由 ƒ×2 谱图分析可知 整理前后麻纤维的分子结

构未发生变化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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