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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智能技术在真丝绸连缸染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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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计算机智能技术 研究真丝绸连缸染色时染色残液中染料浓度和补加染化料的计算问题 在单染料和多染料拼混的

真丝绸连缸染色中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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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丝绸连缸染色的技术难点是对染色残液中残

留的多种染料助剂组分进行快速测定分析 并准确

地给出各相应染化料的补加量 ∀文献≈报道了常

用染色助剂对染料吸光性能的影响 为真丝绸连缸

染色技术提供了基础 ∀本文使用自编的基于柔性计

算智能的染料浓度定量计算模型基础上的计算程序

软件包和紫外分光光度法 快速测定染色残液中各

残留染料的浓度 准确给出连缸染色的染料助剂的

补加配方 实现真丝绸的连缸染色 ∀

1  软件包特点和连缸染色流程

  真丝绸染色一般约需  ∗ 只染料进行拼色 因

而存在着不同染色性能的染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竞

染问题≈
而且各种染色助剂对各只染料的染色性

能和光谱性能的影响也不相同 因此用简单的刚性

信息处理方法不能取得理想效果 ∀本文所用的软件

包是采用自适应模糊神经计算技术用于染料特征信

息提取的网络模型 利用自组织模糊神经网络建立

柔性定量分析≈ 
为连缸染色提供科学规范的配

方 ∀真丝绸连缸染色流程见图  ∀

输入染料名称和配方浓度

染液吸收光谱数据和吸收曲线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测定

染液浓度计算   染料基础数据库

输出各染料补加量 补加染料 !助剂和水

输出染液中各染料的浓度

染色

染色残液

图 1  真丝绸连缸染色流程图

2  真丝绸连缸染色应用

2 .1  实验材料

真丝绸染色中常用的各种酸性 !中性和直接染

料如尼龙山红 ƒ2!普拉黄 !弱酸性艳蓝  !中

性黑 等共 余种 染色助剂 平平加  !食盐等

均为工业品 真丝绸 蚕丝双绉 ∀

2 .2  实验仪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型日本岛津 

计算软件包 染料数据处理系统自编 ∀

2 .3  染色配方 !工艺和流程

染料为 ÷  按织物重量计 平平加  为

  Π食盐为   Π浴比为 Β 温度为  ε 

时间为  ∀工艺流程升温曲线如图 所示 ∀如

此重复 可连缸染色  ∗ 次 ∀

图 2  工艺流程升温曲线

3  结果和讨论

3 .1  单染料连缸染色

以 余种常用单染料按上述工艺和流程对真

丝绸进行连缸染色 测定了原缸染色绸与连缸染色

绸之间的色差≈
部分结果如表  ∀

表 1  部分常用单染料连缸染色色差 级

染料名称
连缸染色绸

色差评级
染料名称

连缸染色绸

色差评级

普拉黄   ∗  弱酸性艳蓝   

中性黑   弱酸性深蓝   ∗  

中性深黄   弱酸性蓝   

来纳塞特黄   来纳塞特蓝  

卡普隆红   ∗  来纳塞特蓝  

尼龙山红 ƒ2  弱酸性艳绿  

普拉红   来纳塞特棕  

来纳塞特黑    中性灰  

弱酸性蓝    弱酸性黑  



  实验结果表明  用该软件计算各染料补加量

时 连缸与原缸染色绸之间的色差均在  ∗ 级 少

数可达到  ∗ 级 ∀由此可见 该软件对于单染料浓

度 !染料 !助剂和水的补加量的计算结果是可靠的 ∀

 上述染料中经查有个别染料是由 种染料拼混

而成 在对真丝绸的上染率基本相近时 则该染料用

于连缸染色时对染色效果影响不大 而各组分的上

染率相差较大时如弱酸性艳绿  用于连缸染

色及用量较大时要特别注意 易引起较大色差 ∀这

是因为原缸染色后 染色残液中的染料比例由于上

染率不同已经与原染料不相同 故易引起色差 ∀两

者的紫外可见吸收分光光谱图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

点见图  ∀

图 3  弱酸性艳绿  的染液光谱曲线图

表 2  多染料拼色连缸染色效果 级

颜色色别 拼色染料名称 连缸染色绸色差评级

黄色
尼龙山红 ƒ2
普拉黄 



亮黄

来纳塞特酱红 

普拉黄 

来纳塞特黑 



橙黄

中性深黄 

尼龙山红 ƒ2
中性灰 

 

蓝

弱酸性蓝 

弱酸性深蓝 

弱酸性艳蓝 

 

灰

来纳塞特红 

弱酸性蓝 

来纳塞特黑 

 

蓝灰

中性黑 

弱酸性深蓝 

亚纳塞特绿 



黑

弱酸性黑 

中性黑 

中性深黄 



咖啡

来纳塞特棕 

来纳塞特黄 

来纳塞特红 



蓝绿

中性黑 

弱酸性深蓝 

来纳塞特绿 



青莲

普拉红 

弱酸性深蓝 

弱酸性艳蓝 



蓝

中性黑 

弱酸性蓝 

弱酸性深蓝 

 

3 .2  多种染料拼混连缸染色效果

在进行单染料连缸染色的基础上 又根据生产

中应用较多的多种染料拼混配色进行连缸染色 并

对  次染色绸的色差进行评级 部分结果列入

表 中 ∀

由表 连缸染色效果表明 该软件用于多种染

料拼混配色后的连缸染色的各染料补加量的计算

时 能使连缸染色绸与原缸染色绸之间的色差保持

在 级以上 部分达到了 级 ∀在实际操作时 若配

合适当的人机对话 能使连缸染色效果进一步提高 ∀

原缸染色液 !染色残液和连缸染色液的紫外可

见吸收光谱图如图 所示 ∀

由图 看出 由于各种染料对真丝绸的上染率

不相同 所以染色残液的吸收光谱曲线与原缸染色

液相比 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经计算补加后 连缸液

的吸收曲线与原缸染色液的吸收曲线基本吻合 ∀因

此用连缸染色绸与原缸染色绸的色差在染色工艺相

同的情况下就较小 ∀可见/染料数据处理系统0软件

包 对真丝绸连缸染色中染料 !助剂补加量计算准确

可靠 提高了真丝绸连缸染色效果 ∀

图 4  拼色染料的光谱吸收图

4  结  论

  1采用/染料数据处理系统0软件包和相应的

真丝绸染色工艺技术 解决了真丝绸连缸染色残液

中的染料浓度和补加染化料的计算问题 实现了真

丝绸的连缸染色 ∀

1真丝绸连缸染色具有节能 !节水 !节染化料 !

节工时和少排污水 并可提高染色绸的质量等优点 

具有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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