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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高效去污除油剂及高性能匀染剂组合,在高温条件下对涤纶织物进行练染一浴加工。优化的练染一浴

工艺为:染料x%,CPNNEW0.5~1g/L,MCT0.5~1g/L,pH400.5~1g/L,温度130~135℃,时间30~60min,处

理后织物颜色匀一,无消色现象。生产实践表明:练染一浴加工后,织物颜色均匀,无色差、污渍、染色色花、色点等问题,

生产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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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同时国际纺

织品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节能环保、缩短流程、降低

成本已经成为现代染整行业研究和开发的重点[1]。精

练染色同浴工艺将前处理工序负载于后道染色工序中

完成,操作简便,减少了加工助剂,缩短了工艺流程,提
高了生产效率,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

益[2]。涤纶类织物在加工过程中为了提高纤维的可纺

性和纱线织造性能,会在织造过程中会加入各种油剂,
另外织物在储运过程中也容易因客观原因而沾上各种

污渍。如果在染色时没有均匀去除这些油剂及污渍,
就会导致织物染色后出现色渍问题,这种现象在中浅

色织物上尤为明显;此外,油剂去除不匀还会导致织物

出现色花、色斑等疵病。因此,在练染一浴中色花及污

渍去除不净问题一直是困扰市场许久的难题之一。
针对该难点,开发了能有效解决色花及彻底去除

污渍和油剂的练染一浴工艺,采用高效的脱油精练剂

与高性能匀染剂组合,能有效去除织物上的各类污渍

和油剂,同时起到匀染的作用。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与织物

织物:全涤磨毛布;40×40/133×72全棉织物;50
D/72F全消光+40DOP锦氨织物。

染化料:CPN NEW(多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CT(多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H40(多恩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分散红3B(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售除油去污剂A;市售除油去污剂B;市售分散匀染

剂C;市售分散匀染剂D;混合油(市售);碳黑污布(中
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

1.2 仪器

ECO-18S/24S瑞比全能型试色机(厦门瑞比精密

机械公司);Datacolor600电脑测色仪(北京京仪康光

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试验方法

1.3.1 乳化力效果测试

煤油法乳化力测试方法:在具塞量筒中加入除油

剂溶液和对应油剂(大生产设备对应的油剂,如二甲基

硅油、白油、煤油等)→剧烈振荡20次,观察静置不同

时间的状态。
评价方法:分层速度越快,乳化力效果越差。

1.3.2 去污效果测试

助剂+钢珠+碳黑污布,浴比为1∶20,温度98
℃,时间30min,处理后布样采用Datacolor600电脑

测色仪进行白度测试,记录Wr值并算出平均值。
去污率=(Wr 洗后 -Wr 洗前)/(68.9-Wr 洗

前)×100% (1)
式中,68.9为标准污布上污前白度。

1.3.3 脱脂率测试

采用GB/T25798—2010纺织染整助剂中对于织

物表面的油脂含量测试,判定纺织染整助剂对于织物

油脂的去除效果。

1.3.4 高温移染、消色效果对比工艺

助剂+待测布样+染料,浴比1∶20,温度130℃,
时间40min,将染色后的织物采用Datacolor600电脑

测色仪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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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练染一浴配方及工艺

练染一浴配方见表1。
表1 练染一浴配方

染化料 CPNNEW
/(g·L-1)

MCT
/(g·L-1)

pH40
/(g·L-1)

分散红3B
/%

配方1 0.25 0.25 1.00 0.50
配方2 0.50 0.50 1.00 0.50
配方3 1.00 1.00 1.00 0.50
配方4 2.00 1.00 1.00 0.50
配方5 2.00 2.00 1.00 0.50

  练染一浴工艺曲线如图1所示。

pH40
CPNNEW

MCT 染料

1~2℃/min

90~110℃?10min
依据染料类型选择 1℃/min

130~135℃?30~60min

2℃/min

80℃

3℃/min

60℃排液

图1 工艺曲线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用量除油剂的脱脂效果

采用不同用量的脱油精练剂CPNNEW、市售除

油去污剂A和市售除油去污剂B进行脱脂试验,结果

见表2。
表2 在涤纶织物上不同除油剂处理后的脱脂率

用 量
/(g·L-1)

脱脂率/%
脱油精练剂

CPNNEW
市售除油
去污剂A

市售除油
去污剂B

0.25 32.50 22.90 21.60
0.50 78.80 35.80 32.60
1.00 90.80 58.60 55.70
2.00 96.70 78.90 76.50
4.00 98.60 80.60 86.70

  从表2可以看出,脱油精练剂CPNNEW 比市场

上一般样品处理后的脱脂率都高,0.5g/L时脱脂率已

超过同用量市售除油去污剂的2倍,1g/L用量时

CPNNEW 即可达到90.8%的脱脂率,说明脱油精练

剂CPNNEW对于织物的除油效果很好,这对于一些

油迹污渍较重的织物较为适合,可以有效均匀去除布

面上的油迹污渍,预防出现油点等问题,为后道工序打

下良好基础。

2.2 不同除油剂的乳化效果

除油剂去除液体污渍主要是通过表面活性剂的乳

化作用,除油剂液体渗透到织物表面与油膜之间,使油

污浸湿乳化,利用表面物理化学作用,减弱油剂与织物

表面的吸附力,在机械作用下,使其分离,分离后的油

剂与表面活性剂形成稳定的水包油型乳液并均匀分散

于整个洗涤液中,最后水洗去除。乳化性越好,除油效

果越好[3]。水、油分层速度越快,乳化力越差。从表3
可以看出,脱油精练剂CPNNEW 作用时油剂分散在

溶液中的时间比一般市售样品更长,说明该产品的乳

化效果好,可以有效防止已经从布面上去除的油迹再

返沾到布面上,从而导致染色时出现染色不均的情况。
表3 不同除油剂乳化力情况

助 剂
时间/min

5mL刻度 10mL刻度 15mL刻度

脱油精练剂CPNNEW 9.5 19.0 41.0
市售除油去污剂A 5.0 11.0 19.0
市售除油去污剂B 4.8 12.6 17.9

2.3 不同用量除油剂的去污效果

从表4可以看出,经过脱油精练剂CPNNEW 处

理后的布样去污率比市场上一般产品都高,说明脱油

精练剂CPNNEW的去污效果很优异。CPNNEW用

量在0.5~1g/L时,对污渍的去除率有明显提升,这
对于一些表面不净或有些许沾污的布较为适合,可以

有效去除布面污渍,从而避免后续染色时因布面污渍

去除不净而导致出现油点或色点等问题。
表4 不同除油剂去污情况

用 量
/(g·L-1)

去污率/%
脱油精练剂

CPNNEW
市售除油
去污剂A

市售除油
去污剂B

空白 6.20 6.20 6.20
0.25 27.39 8.61 20.67
0.50 42.44 11.95 28.94
1.00 49.75 26.64 33.10
2.00 51.27 30.43 35.65

2.4 不同匀染剂在分散染色同浴中的移染效果

从表5可以看出,相同用量时分散匀染剂MCT的

高温移染率比一般市售样品高,MCT用量在0.5~1

g/L时,其移染率从42.82%提升到48.83%,提升效

果明显,说明MCT用量在0.5~1g/L时,具有极好的

移染效果,在染色时可以使布面有一个均匀且较好的

得色效果,可以有效解决或防止染色不匀的问题。
表5 不同分散匀染剂在分散染色中的移染效果

用 量
/(g·L-1)

移染率/%
分散

匀染剂 MCT
市售分散
匀染剂C

市售分散
匀染剂D

0.25 37.75 30.39 25.10
0.50 42.82 35.16 31.06
1.00 48.83 40.08 36.23
2.00 50.62 47.91 42.37

·33·     2022年第5期             应用技术




2.5 不同匀染剂在分散染色同浴中的消色效果

从表6可以看出,分散匀染剂MCT的消色性影响

比一般市场上的样品都要小,MCT用量在0.5g/L
时,织物的色差在4级,说明 MCT对于色光与深度的

影响极小,在染色过程中可以有效预防可能出现的色

差问题。
表6 不同匀染剂在分散染色同浴中的消色效果

助剂用量/(g·L-1) 0.25 0.50 1.00 2.00

分散匀染剂 MCT(色差等级) 4~5 4 3~4 2~3
分散匀染剂 MCT(总色差ΔE ) 0.29 0.43 0.50 0.81
市售分散匀染剂C(色差等级) 3 2 1 1
市售分散匀染剂C(总色差ΔE ) 0.32 0.69 0.99 1.38
市售分散匀染剂D(色差等级) 3 2 2 2
市售分散匀染剂D(总色差ΔE ) 0.31 0.66 0.78 0.85

2.6 练染一浴最优工艺

根据表1不同练染一浴配方,对污渍、油剂较重的

全涤磨毛布进行练染一浴工艺处理,处理后织物效果

见表7。
表7 不同CPNNEW+MCT组合的练染一浴效果

布面效果 ΔE 颜色均匀性 污渍

空白 0.74 色花 有污渍,色点

配方1 0.51 颜色均一 无污渍

配方2 0.38 颜色均一 无污渍

配方3 0.33 颜色均一 无污渍

配方4 0.34 颜色均一 无污渍

配方5 0.32 颜色均一 无污渍

  由表7可以看出,0.5~1g/LCPNNEW 与0.5
~1g/LMCT组合时,练染一浴处理后织物布面效果

最佳,继续增加CPNNEW 和 MCT用量,布面效果基

本已无提升。所以,针对污渍、油剂较重的全涤磨毛

布,最佳练染一浴工艺为0.5~1g/LCPNNEW 与

0.5~1g/LMCT组合,此工艺能起到良好的去污渍、
除油、匀染效果。

3 工厂应用实例

3.1 试样织物

全涤磨毛布。

3.2 试样工艺及配方

(1)工艺流程

坯布→练染一浴→排液水洗→开幅→成品定型。
(2)试样结果

全涤织物练染一浴工艺试样配方见表8,试样效果

见表9。

表8 全涤织物练染一浴工艺试样配方

练染一浴配方
练染一浴工艺1

(浅色)
练染一浴工艺2
(中深色)

织物 全涤磨毛布 全涤磨毛布

染料
分散深蓝 HGL:0.07%

分散红3B:0.24%
分散蓝2BLN:0.165%

分散翠兰S-GL:0.83%
分散兰2B:0.97%

分散嫩黄SE-4GL:0.33%

CPNNEW/(g·L-1) 0.4 0.5

MCT/(g·L-1) 0.3 1.0

pH40/(g·L-1) 0.5 1.0

表9 全涤织物练染一浴工艺试样效果

练染一浴配方
练染一浴工艺1

(浅色)
练染一浴工艺2
(中深色)

织物 全涤磨毛布 全涤磨毛布

颜色均匀度 颜色均一 颜色均一

色差 无色差 无色差

污渍 无污渍 无污渍

色花 无 无

  由表9可知,经CPNNEW+MCT产品组合后的

练染一浴处理织物布面洁净,即使在中浅织物上也无

任何污渍残留,颜色均匀,无色花、条花等疵病,说明该

产品组合适合在练染一浴工艺中进行,且效果能达到

预期。

4 结 论

(1)脱油精练剂CPNNEW 具有优异的除油、乳
化、去污等效果,可以有效去除布面油污渍,防止返沾,
从而避免后续染色时出现油点或色点色花等情况;

(2)分散匀染剂 MCT不仅具有极好的移染、缓染

效果,而且消色性影响小,可以有效防止出现染色不匀

或色差现象;
(3)CPNNEW与 MCT组合使用,在练染一浴工

艺中能得到较为理想的结果,这也说明在练染一浴工

艺中,对于除油、乳化、去污、移染、缓染、消色等性能都

有较高的要求,这可能就是导致练染一浴中各种问题

的主要影响因素;
(4)脱油精练剂CPNNEW+分散匀染剂MCT的

产品组合特别适合在各种污渍较重、对去污和除油要

求高的涤纶练染一浴工艺使用,可以有效预防或解决

可能出现的色花及污渍去除不净问题,一般推荐工艺

用量为脱油精练剂CPNNEW0.5~1g/L+分散匀染

剂 MCT0.5~1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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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Ling,LIUYimiao,SUNJiayi,ZHAOHua,CHENSi*

(CollegeofLightIndustryandTextile,InnerMongoliaUniversityofTechnology,Hohhot010080,China)

  Abstract:Thewarpknittedspacerfabricandcarbonfiberwovenfabricwereusedasreinforcementandpolyurethanefoamwas

usedasmatrixmaterialtopreparethecompositematerial.Theinfluenceoffabricthickness,fabricsurfacestructureandtheaddition

ofcarbonfiberwovenfabriconmoisturepermeability,airpermeabilityandcompressionpropertiesofthecompositeswasdiscussed.

Theresultsshowedthatundertheconditionofthesamethickness,thecompressibilityandmoisturepermeabilityoflargedouble-sided

meshwerebetterthanthoseofsmalldouble-sidedmesh.Theairpermeabilityandmoisturepermeabilityofsingle-sidedlargemesh

wasbetterthanthatofsingle-sidedsmallmesh,butthecompressionperformancewasslightlyworse.Whenthespacerthicknessand

fabricmeshweresame,thecompressibilityandpermeabilityofsingle-sideddouble-layercompositewerebetterthanthatofsingle-si-

dedsingle-layercomposites.

Keywords:warpknittedspacerfabric;carbonfiber;mechanicalproperty;compression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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