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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 ≥型活性染料在羊毛织物上的染色性能 研究该染料在羊毛上的染色方法 !上色速率曲线 !提升力及染色牢度 提出

用表面深度曲线表述染料的提升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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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羊毛的染色一直以酸性染料为主 但

其湿处理牢度较差≈
而一般的活性染料虽因其性

能及各项牢度优良在棉纤维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但在高温碱性介质中却易使羊毛纤维损伤 因而不

能完全很好地应用于羊毛纤维≈ ∀

≥型活性染料含有 Β ) ) 甲基磺基乙胺基

乙基砜活性基团 在染色温度达到  ε 及弱酸性条

件下 染料可逐渐转化成乙烯砜并能同羊毛的氨基

进行加成反应而固着在纤维上 具有较高的固色率

和各项牢度≈
因而能很好地用于羊毛 !丝绸等蛋白

质纤维的染色 ∀≥型活性染料 公司的商品

牌号为 现已有 个品种≈
国内早在 

世纪 年代初就对这类染料的合成进行了研究 并

在丝绸纤维上应用≈  ∀其中间体和染料合成的新

工艺发明专利已获国家授权≈ ∀

本文研究了 ≥型活性染料在羊毛上的染色方

法 考察了该染料的上染速率曲线 !提升力及染色牢

度 提出了用表面深度曲线表述染料的提升力 ∀

1  试验方法

111  试验材料

织物 纯毛哔叽 大连金伦毛纺织有限公司 药

品 醋酸化学纯 匀染剂 ∞≥进口 匀染剂 ≤

净洗剂 工业品 染料 本实验室合成 黄色染

料标号为 
 ! !

红色染料标号为 


 ! !

蓝色染料标号为 
 ! !


 ! ∀

112  试验方法

染色织物 羊毛哔叽  浴比 Β 染色处方 

染料     醋酸   ∀

113  试验仪器

双浴染色仪 型 英国  ≤∞≥公司 日

晒牢度仪 ÷∞×∞≥×德国 ∏公司 电子

测色配色仪 ≥ ÷∞美国 ∏公司 ∀

114  匀染性的测定

对染色样品分别测定 个点的明度或亮度

Λ!彩度或纯度 Χ和色调 Η的平均偏差 ≥√ !最大

值与最小值之极差 Π2Π以及其平均色差 ∃%并以

其数值的大小来分析其匀染性 ∀

2  结果与讨论

211  ΣΝ型活性染料的光谱性能及色度学数据

染料的吸收光谱与染料的结构密切相关 对于

活性染料来说主要取决于染料的母体结构 ∀不同结

构的染料当电子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时所需要的能

量不同 对不同波长的可见光的吸收情况就不同 其

吸收光谱曲线便不同 因而反射光波的波长也不同 

故给人以不同颜色的感觉 因而具有不同的色度学

数据 ∀≥型活性染料的可见吸收光谱曲线及其在

羊毛织物上的色度学数据见图  !表  ∀

由图  表 可知 染料 
嫩黄色 

为红

色 
为蓝色 ∀ ≥型染料具有较高的彩度值 色

泽比较鲜艳 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

图 1  染料  ! !可见吸收光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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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型活性染料上染羊毛织物的色度学数据

         

Ξ                    

Ψ                    

Ζ                    

ξ                    

ψ                    

Κ∆             

Επ                    

Η  ≠ ≠   ≠        1° 

ς                    

Χ              

  注 Ξ !Ψ!Ζ为色样在 ∆Πβ下的三刺激值 ξ !ψ为色样在 ∆Πβ下的色度坐标 Κ⁄和 Ε为 ≤∞表色系统的主波长和纯度 Η !ς!Χ为

∏色立体的色调 !明度和彩度值 ∀

212  染色方法对染料性能的影响

对于 ≥型染料染羊毛而言 除了要考虑染料

在  ε 活化以外 还必须要注意到羊毛组织的鳞片

层有阻碍染料向纤维内部渗透的作用 所以必须保

持沸染 ∀≥型活性染料在温度超过  ε 以后 除了

从动力学角度考虑其上染速度较快外 以热力学分

析 由于生成的乙烯砜能很快同羊毛纤维发生反应

固着在纤维上 可能会导致其移染性差 造成染色不

匀 ∀因此 在  ε 时保温染色一段时间 可以减缓

乙烯砜的生成速度 使其与羊毛纤维反应固着的速

度降低 从而改善其匀染性 ∀本文选择确定了两条

不同的染色工艺 方法一和方法二 见图  ∀其实验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知 方法一与方法二的吸色率 !固色率

均较高 基本没有差异 ∀而从平均色差 ∃ Ε和 ∃Λ!

∃Χ!∃ Η的平均偏差和极差来看 方法一均比方法

二大 因此可以认为方法二的匀染性比方法一好 另

外 目测染色试样结果也是如此 ∀故可认为在  ε

时保温染色一段时间 可使匀染性得到改善 因而选

方法二作为 ≥型活性染料的染色工艺 ∀

图 2  方法一 !方法二的染色工艺路线

表 2  不同染色工艺对 ≥型染料匀染性的影响

染料编号 染色方法 吸色率   固色率  
平均偏差≥√ 极差 Π2Π

∃Λ ∃Χ ∃ Η ∃Λ ∃Χ ∃ Η

平均色差

∃ %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一                  

方法二                  

213  ΣΝ型染料的上染速率曲线

在染色过程中 随着染色时间的延长和温度的

提高 染料是逐渐从染液向纤维上转移并与纤维发

生化学反应形成共价键 从染色开始到染色结束 染

液中的染料量逐渐减少 纤维上的染料量逐渐增加 ∀

通过染料的升温上染速率曲线 可以了解染料的上

染情况及染料同纤维的结合情况 ∀ ≥型染料的上

染速率曲线见图  ∀

图 3  ≥型染料的上染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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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知 在染色平衡时 ≥型染料的吸色率

均可达  以上 在染色时间  ∗  范围内 

染料的吸染率提高较快 此时染料的上染情况对染

色而言较为重要 ∀

214  ΣΝ型活性染料的提升力

按照提升力的定义 当染色织物上的得色量不

再随染料用量的增加而增加时 则此时的染料用量

用   表示即为该染料在此纤维上的提升

力 ∀在染料及其应用行业 一般采用目测法评定 ∀

研究中发现 表面深度与色度曲线可较好地反映出

染料的提升力 当曲线开始平行于横轴 即 ΚΠΣ不

再增加 此时的色度值即为染料的提升力 ∀此法可

较形象地确定和表述染料的提升力 ≥型活性染料

的提升力曲线见图  ∀

图 4  ≥型染料的提升力曲线

  从图 可得出 只 ≥型染料的提升力分别为 



  


  


  


  




  

  


  ∀这一结果与目测基本

一致 ∀

215  染色牢度

染色牢度是指有色纺织品在服用或加工处理过

程中 染料经受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在不同程度上能

保持其原来色泽的性能 ∀衡量一种染料应用性能的

好坏 染色牢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型活性染

料的染色牢度见表  ∀

从表 知 ≥型染料在羊毛纤维上的各项牢度

均较优良 是一类应用性能较好的染料 ∀

3  结  论

1≥型染料在  ε 染色增加保温  可控

制染料转化乙烯砜速度 提高其匀染性 ∀

1≥型活性染料的吸色率较高 均可达到  

以上 ∀

1用表面深度曲线可形象地表述染料的提

升力 ∀

1≥型活性染料具有优良的各项色牢度 ∀

表 3  ≥型活性染料的染色牢度 级

染料

编号

耐洗牢度

变色 毛沾色 棉沾色

汗渍牢度

酸液 碱液

变色 毛沾色 棉沾色 变色 毛沾色 棉沾色

耐水牢度

变色 毛沾色 棉沾色

摩擦牢度

经向 纬向

干摩 湿摩 干摩 湿摩

日晒

牢度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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