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文件管理子系统

文件管理功能强大 可随时新建 !保存和打印工

艺 可随时调用相应的工艺单 方便设计者使用和

管理 ∀

13  结束语

介绍贾卡提花系统 ≤⁄的模块规划 !原理 !结

构 !性能及实现 ∀本贾卡提花织物 ≤⁄系统具有友

好的人机操作界面 系统运行稳定 !效率较高 能方

便地绘制较为复杂的意匠图并对其进行相关的意匠

处理 能自动根据意匠设计 !处理和纹板轧制规则来

轧制纹板 能够独立保存工艺参数 可大大地减轻产

品开发人员的工作量 充分发挥他们的设计思想和

设计意念 并且在最后可以进行布面的模拟 供设计

者选择 !判断 使贾卡织物产品适应多变的市场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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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可染涤纶纤维变色染色工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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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进行变色染色研究 探讨了光致变色的机理 以及主 !辅变色染料的配比关系 确定了染色的

最佳工艺条件 ∀结果表明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可以进行变色染色 ∀

关键词 染色  阳离子染料  改性聚酯纤维  变色纤维  光致变色  探讨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即是在普通涤纶纤维分子

结构链段中引入   ) 间苯二甲酸二甲酯磺酸钠作

为第三单体 使磺酸基团作为阴离子染座 从而达到

阳离子可染的目的≈ ∀阳离子染料具有色谱齐全 

可在常温常压下染色的优点 并且其光致变色技术

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 ∀本文是把这种变色染色技

术应用在改性涤纶纤维上 经研究也可以得到很好

的变色效果 ∀

1  实验部分

111  实验材料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 上海金山石化涤纶

厂生产 各类阳离子染料 上海轻化总公司生产 醋

酸 分析纯 齐齐哈尔化学试剂厂生产 醋酸钠 分析

纯 温州市化工试剂厂生产 无水硫酸钠 分析纯 天

津市塘沽鹏达化工厂生产 尿素 分析纯 沈阳市新

西试剂厂生产 ∀

112  实验仪器

≥2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北京泰克仪器有

限公司生产 型分光光度计 山东高密分析仪器

厂生产 电光分析天平 上海天平仪器厂生产 2

型烘箱 上海实验仪器厂生产 ∀

113  测  试

11  上染率  用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在最大

吸收波长时染液的光密度 设染色原液的光密度为

Α 残液的光密度为 Α 则上染率    ΑΠΑ ≅

  ∀

11  皂洗牢度  按国家标准 Π×2

测定 ∀

2  实验机理

211  阳离子染料上染改性涤纶的染色机理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 ≤⁄°和 ∞≤⁄°是用普

通聚酯和磺酸基团变性的一种共聚酯 ∀由于第三单

体酸性基团的引入 染色时改性涤纶 ≤⁄°上酸性基

团的解离使纤维带负电荷 解离式为 ≤⁄° ) ≥ 

≤⁄° ) ≥


  

≤⁄° ) 代表纤维主体 ∀利用

大分子上磺酸基团的存在 使纤维具有极性染色座

位 同时也扩大了非晶区 使得染料分子可以扩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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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分子内部的机会增多≈ ∀在染浴中带负电荷的

涤纶纤维与染料阳离子发生静电引力作用 最后纤

维与染料间以盐式键结合在一起 结合过程为 

≤⁄° ) ≥


  ⁄


≤⁄° ) ≥ ⁄即实现了阳离子染

料对改性涤纶的染色 从而使涤纶纤维的染色有了

质的飞跃 ∀

212  阳离子染料光致变色机理探讨

物体的颜色是物体对照射光的选择反射 刺激

人眼产生的感觉 ∀反射哪一波长的光多 就反映出

与之相对应的色调 ∀由色度学理论可知 物体的颜

色 可 以 用 其 三 刺 激 值 来 表 示 即 Ξ 

ΚΘΚ
ΣΚ ΘΚ ΞΚ δΚΨ  ΚΘΚ

ΣΚ ΘΚ ΨΚ δΚΖ 

ΚΘΚ
ΣΚ ΘΚ ΖΚ δΚ式中 ΣΚ 为光源相对光谱功率

分布 ΘΚ 为被照射物体光谱反射率 ΞΚ !ΨΚ !

ΖΚ 为光谱三刺激值 ∀对于一定的施照态来说 Κ值

为常数 对肉眼来说 ΞΚ !ΨΚ !ΖΚ也是常数 所以

物理的颜色实际上取决于 ΣΚ !ΘΚ 两个因素 ∀

对于不同的光源来说 其光源功率分布 ΣΚ 有

很大的差异 ∀由于一些光源的光谱缺少某些波长的

单色光成分或在某些波段相对光谱功率分布极低 

在它们下面观察物体的某些颜色会发生色变 这就

是光源的显色性问题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日光灯与

钨丝白炽灯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有很大差异 如图

所示 ∀白炽灯在红波段的 ΣΚ 较高 对红色有较

好的显色效果 ∀冷白荧光灯在  ∗  波段的

ΣΚ 较高 对蓝绿色的显色效果特别好 而对红色的

显色效果则很差 ∀日光灯的 ΣΚ 分布相对较均衡 

与白炽灯相比 它对蓝绿光的显色效果明显强于钨

丝白炽灯 ∀

 ) 钨丝白炽灯  ) 日光灯 ≤ ) 冷白荧光灯

图 1  光源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曲线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ΘΚ 对物体的颜色起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 ∀而我们所用的染料决定着染后试样

的反射率曲线 ∀由色度学的理论分析 只有有色物

体的反射率曲线在不同波段有着明显差别 各有反

射峰存在才能产生变色的效果 ∀由此 选主变色染

 ) 主变色染料  ) 红色染料 

≤ ) 黄色染料

图 2  单一染料的吸收光谱曲线

浓度稀释 倍

图 3  变色染浴的吸收光谱曲线

料参与染色 ,它的吸收光谱曲线如图中所示 在

 以内和  以外吸光度均非常低 反应在

反射率曲线上即为两个峰 ∀同时采用红黄两种染料

作为辅变色染料 它们的吸收光谱曲线如图 中 

≤所示 ∀

由图  中的曲线 ≤ 可以看出 红色染料在

 附近曲线较平滑 无明显峰值 在  以

外红波段吸光度为零 即反射率近于  强化了钨

丝白炽灯对红色显色特点 而黄色染料除在  

附近外 吸光度值均较低 几乎近于零 即在整个可

见光波段 它的反射率都是很高的 它的存在多少决

定了物体颜色在日光灯下的基本色调 ∀这两种染料

的存在强化了主变色染料在不同波段的反射率的区

别 使红 !蓝波段两反射峰值更为明显 ∀图 为典型

变色处方染浴的吸收光谱曲线 ∀两吸收低谷即为反

射率曲线的两个波峰 这两个峰值的存在即强化了

在日光灯下对蓝绿色的显色特点 也强化了在钨丝

白炽灯下对红色的显色特点 从而达到了明显的光

致变色效果≈ ∀

3  结果与讨论

311  最佳工艺条件的确定

为了得到变色染色的最佳工艺 本研究进行了

正交实验的设计 ∀在实际选取因素时 对于主要因

素按照指标值最好的要求选取其水平 ∀而对于次要

因素 则兼顾其它条件以及节约 !方便的原则进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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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选择 ∀本实验的指标值为变色效果 !匀染性 同时

兼顾上染百分率 ∀实验中的保温时间 !染色温度两

因素对变色效果的影响较小 因而作为影响上染率

的主要因素 应选择上染率最好的水平 ∀对于升温

速度这一因素来说 它对上染率和变色效果 !匀染性

的影响都较大 ∀因素盐用量 !醋酸用量是影响上染

百分率的次要因素 在变色效果方面 醋酸的用量影

响比较小 但是它决定着染浴的 值 ∀于是 染色

的最佳工艺条件组合为   ≤ ⁄ ∞ 具体见

表  ∀
表 1  因素最佳水平组合

保温时间



染色温度

 ε 

升温速度

 ε Π

盐用量

   

醋酸用量

   

  1   

312  光致变色效果分析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在最佳工艺条件下进

行变色染色 具有很好的光致变色性 不同光源照射

时呈现不同的颜色 ∀几种不同拼色配方染色的涤纶

纤维在日光灯和白炽灯下颜色的变化见表  ∀
表 2  光致变色效果

日光灯 白炽灯

颜

色

蓝灰色

蓝紫色

蓝色

紫红色

紫红色

紫色

  从表 看出 光致变色效果明显 ∀具有变色性

能的染料即主变色染料参与染色是变色的一个主要

因素 ∀主变色染料的用量有最低用量的控制 一般

不低于 1  ∀因为如果主变色染料含量太少 不

同波段的反射率差别也小 红 !蓝波段的两个峰不明

显 不会产生明显的变色效果 ∀同时主 !辅染料的配

比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 辅变色染料是两类染色性

能差别较大的染料 其中一类是对纤维的亲和力高 

始染温度低 上染速率快 主要染着于纤维外层 另

一类染料对纤维的亲和力低 上染速率虽然慢 但是

渗透性能好 扩散入纤维内层 ∀变色染色主要是利

用主变色染料的光变性与辅变色染料不配伍性而造

成的两种色相在纤维内外层分布 获得变色效果≈ ∀

313  匀染性分析

由于阳离子染料与纤维有较大的亲和力 初染

率较高 ∀但是由于纤维的结构较紧密 染料的扩散

性能差 移染性差 因此常有染色不匀现象≈ ∀此

外 在玻璃化温度以下时 上染速率较慢 而如果在

玻璃化温度以上时 由于纤维内部的自由体积增大 

上染速率突然增加 大量的染料在短时间内迅速上

染 这是造成染色不匀的另一个原因 ∀可以说染色

不匀现象是阳离子染料染色的重要问题 而且这种

现象一旦产生很难纠正 ∀所以必须在染色时采取必

要的措施 即控制升温速度 减缓上染速度 对于获

得匀染效果是十分重要的 染液中加入醋酸的目的

之一即缓染作用≈ ∀由于变色是基于主 !辅变色染

料的拼色 因此几种染料的上染速率有差别 对升温

速度的控制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它对染色后的变色

效果影响较大 ∀

4  结  论

用主 !辅变色阳离子染料在常温常压下对改性

涤纶进行染色 纤维呈现出较为理想的光致变色性 

匀染性好 具有较高的染色牢度 ∀而且工艺简单 节

省能源 变色效果新颖独特 有较大的开发和利用潜

力 ∀另外由于变色色谱范围较窄 上染百分率不是

很高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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