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严重 图中曲线 的后端压力下降即由水锤现象

造成的 ∀

4  讨  论

由于采用了假设条件及泵内弹簧作为刚体考

虑 喷嘴出水口射流速度的理论计算值与实际测试

值之间尚存在微小差距 为此喷嘴出水口射流速度

的理论计算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

5  结  论

通过建立喷水织机引纬系统的力学模型和计算

方法 首次考虑了双臂杠杆套件的转动惯量和水流

阻力损失 得出了计算喷嘴口出流速度的理论公式 ∀

该理论研究在分析喷水机构各项参数对出流速度的

影响方面 在优化喷水参数及进一步提高射流的稳

定性 !提高喷水引纬的速度和适当扩大织幅方面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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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 凝胶法提高直接染料皂洗牢度初探

罗  敏  陈水林
东华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上海 

摘  要 提出一种提高直接染料皂洗牢度的新方法 ) ) ) 溶胶 凝胶法 初步实验的数据说明该方法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固色途径 ∀

关键词 染色  直接染料  溶胶 凝胶法  固色  皂洗牢度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直接染料是染色工业中常用的一大类染料 具

有品种多 !色谱全 !数量大 !用途广 !应用简便等优

点 ∀在中性或弱碱性浴中 直接染料可以染棉 !麻 !

粘胶等纤维素纤维 在中性或弱酸性浴中 直接染料

可以染蚕丝和羊毛≈ ∀

直接染料的出现在染色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 ∀在直接染料诞生之前 棉 !麻等植物纤维纺织品

的染色大都要经过媒染剂处理 手续很复杂 ∀而直接

染料染色时 只需将棉布置于染浴中煮沸 即可得到

所需的颜色 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化学

合成的第一只直接染料称刚果红 在此基础上 以苯

胺为原料的各种化学合成直接染料相继出现 逐渐形

成了一类对纤维素纤维染色十分重要的染料≈ ∀

虽然直接染料对纤维素纤维具有一定的亲和

力 但由于直接染料的分子上通常带有较多的亲水

性磺酸基或羧基 使得直接染料易溶于水 导致直接

染料的牢度特别是水洗牢度低劣 目前直接染料在

棉织物上染色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必须对直

接染料进行固色 以改善其水洗牢度 ∀

直接染料染的棉布经各类固色剂处理后 水洗

牢度通常能有所改善 但沾色牢度通常只能达到 

∗ 级 而且这些固色剂中有很多是对人体和环境

有害的 ∀随着我国加入 • × 世界各国对于染色牢

度方面的要求和对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较之以前更

为严格 因此有必要对直接染料的固色方法进行进

一步的探索 ∀

通过初步的实验研究发现 采用溶胶 凝胶法

整理织物可以对直接染料有明显的固色作用 ∀溶胶

凝胶法是 世纪 年代新近发展起来的一种制

备材料的新方法 它是指金属的有机或无机化合物

经过溶液 !溶胶 !凝胶而固化 再经热处理而成为氧

化物或其它固体化合物的方法≈ ∀其基本原理是将

金属醇盐或无机盐经水解直接形成溶胶或经解凝形

成溶胶 然后使溶质聚合凝胶化 再将凝胶干燥 !焙

烘去除有机成分 最后得到无机材料 ∀主要包括溶

胶的制备 !溶胶 凝胶转化和凝胶干燥三个过程 用

反应式表示如下 ∀

水解    ν   ν   ν 

ν

缩聚    ν     ν ≈    ν  

ν      

总反应式表示为         



式中  为金属  为有机基团 如烷基≈ ∀

目前所见到有关溶胶 凝胶法的报道多用于制

备材料 该法在制备的初期就能控制颗粒的大小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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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需要得到不同大小的物质 尤其在纳米材料

的制备方面应用很多 ∀但是将溶胶 凝胶法应用到

纺织领域的报道很少见 根据其基本原理 采用溶胶

凝胶法对纺织品进行后整理 使制备得到的溶胶

直接在织物上进行溶胶 凝胶转化和凝胶的干燥 

从而在织物上形成一层网状结构 起到固定染料 提

高色牢度的作用 ∀该法具有用量少 !成本低 !操作简

单 !对环境污染小等优点 是一种全新的固色方法 ∀

该方法可用于湿牢度极差的直接染料 能显著改善

直接染料的皂洗牢度 有望使直接染料的应用突破

牢度差这一致命的限制而重获新生 ∀

1  实  验

111  药品与染料

正硅酸乙酯 分析纯 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

剂公司 无水乙醇 分析纯 上海振兴化工一厂 盐酸 

分析纯 上海金都试剂厂 直接黑 上海某染料厂 ∀

112  织  物

平纹棉府绸 Π
 ∀

113  溶胶制备与整理

溶胶制备方法略 整理方法如下 将用直接染料

染好的棉布在该整理液中二浸二轧 在鼓风烘箱中

烘干 经  ∗  ε 热处理 ∀

2  结果与讨论

211  皂洗牢度测试

皂洗牢度在其测试仪上进行 配制  Π的皂洗

液 将   ≅  的布样与同样大小的白棉布缝

合 浸于  皂液中 放入皂洗牢度测试仪中 于

 ε 皂洗  后取出 用蒸馏水洗净布样 拆线 

晾干 ∀在 ≥ƒ2型 ⁄× ≤ 测色配色仪上进

行测试 ∀

2 .2  不同组分的溶胶对皂洗牢度的改善作用

制备不同组分的溶胶 按照前面所述的整理方

法整理 测试皂洗牢度 数据见表  ∀

  从表 数据可以看出 溶胶  ∗ 溶胶 ƒ均对直

接染料的皂洗牢度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经溶胶 凝

胶法整理过的织物 不论是原样变色还是白布沾色

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另外 皂洗牢度的改善对

 染样的效果比  染样的效果好 ∀和未经整理

的布样相比 经溶胶 凝胶法整理过的布样 其皂洗

牢度普遍能提高 1 ∗ 级 有较好的固色作用 ∀

213  溶胶浓度对皂洗牢度的影响

将溶胶 进行不同程度的稀释 以获得不同的

浓度 然后对织物进行整理 测试皂洗牢度 数据见

表  ∀
表 1  经不同组分溶胶整理的皂洗牢度

布样
染料浓度

   

原样变色

级

白布沾色

级

不整理








 ∗ 



溶胶 整理




 ∗ 

 ∗ 





溶胶 整理




 ∗ 





 ∗ 

溶胶 ≤整理




 ∗ 

 ∗ 

 ∗ 

 ∗ 

溶胶 ⁄整理




 ∗ 

 ∗ 



 ∗ 

溶胶 ∞整理




 ∗ 







溶胶 ƒ整理




 ∗ 

 ∗ 

 ∗ 



表 2  整理液浓度对皂洗牢度的影响

布样
染料浓度

   

原样变色

级

白布变色

级

不整理








 ∗ 



溶胶 ƒ整理




 ∗ 

 ∗ 

 ∗ 



溶胶 ƒ稀释
倍整理




 ∗ 
 ∗ 


 ∗ 

溶胶 ƒ稀释
倍整理




 ∗ 


 ∗ 


  从表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整理液浓度对原样

变色的改善程度影响较小 对白布沾色的改善程度

影响较大 ∀原样变色几乎不随整理液浓度的变化而

变化 都是由原来的 级提高到  ∗ 级 但白色沾

色的改善程度随整理液浓度的降低而降低 这说明

整理液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浓度才能有较好的固色

效果 ∀

3  结  论

初步实验表明 应用溶胶 凝胶法 浸渍织物后

经过热处理 在织物表面形成一层薄而透明的网络

结构凝胶膜 染料分子为该网络所固定 明显的提高

了皂洗牢度 是一条有效的固色途径 ∀初步实验还

证明 该方法对活性染料和分散染料染色品的固色

也有明显效果 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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