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纤维家纺面料天然染料染色工艺探讨

王月华1,欧卫国1,葛忠平1,薛鹏飞1,徐山青2,王春梅2,*

(1.南通金仕达超微阻燃材料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226009;

2.南通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江苏 南通226019)

摘 要:探讨了竹纤维家纺面料阳离子改性工艺,改性织物用黄棕色天然染料 Natural0002染色的工艺。结果表明

竹纤维织物改性最优工艺为:改性剂Fix-800用量6%(owf),氢氧化钠浓度9g/L,温度70℃,时间35min。最佳染色工

艺为:染料用量不超过6%(owf),温度80℃,时间40min,pH值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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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纤维具有其他纤维无法比拟的优点,如优良的

着色性、弹性、悬垂性、耐磨性、抗菌性,特别是吸湿放

湿性、透气性居各纤维之首。竹纤维源自成本低廉的

自然原料,其系列产品的开发有利于减少对石油的严

重依赖,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1-2]。在回归自然、更
加注重环保的今天,天然植物染料重新受到人们的关

注[3-4]。由于天然植物染料对竹纤维的亲和力较小、
上染率较低,一般采用对织物进行阳离子化改性来提

高所染织物的上染率[5-6]。本试验采用黄棕色天然染

料Natural0002对阳离子改性竹纤维家纺织物染色,
优化了阳离子改性工艺和染色工艺。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药品和仪器

材料:经精练的竹纤维云缎织物,规格为9.75tex
×9.75tex,681根/10cm×433根/10cm。

药品:黄棕色天然染料Natural0002(常州美胜生

物材料有限公司),阳离子改性剂Fix-800(南通斯恩特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氢氧化钠(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仪器:TU-1901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

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HHS11-1电热恒温水浴

锅(上海华联环境实验设备公司恒昌仪器厂),EL303
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PHS-3C精密pH 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101AB-1电热恒温鼓风干燥机(海门市恒昌仪器

厂),DatacolorSF650测色配色仪(德塔颜色商贸(上
海)有限公司),Gyrowash415水洗/干洗色牢度试验机

(英国JamesHHeal公司),YB571预置式染色牢度摩

擦仪(温州大荣纺织标准仪器厂)。

1.2 试验方法

1.2.1 竹纤维织物的阳离子改性

工艺处方:
改性剂Fix-800/%(owf)   0~10
氢氧化钠/g·L-1 3~20
改性温度/℃ 60~80
改性时间/min 20~45
浴比 1∶30

1.2.2 改性竹纤维织物的染色

工艺处方:
染料/%(owf) 2~8
染色温度/℃ 30~90
染色时间/min 20~45
pH值 4.5~8.0
浴比 1∶30
染色后织物经水洗后,用2g/L洗衣粉在95℃皂

煮10min,再水洗,烘干,用于测试。

1.3 测试方法

1.3.1 颜色特征值

采用DatacolorSF650测色配色仪在D6510Deg
光源下测试。

1.3.2 耐摩擦色牢度

参照GB/T392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

擦色牢度》标准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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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耐皂洗色牢度

参照GB/T3921-2008《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皂

洗色牢度》中C(3)方法测定,皂片质量浓度5g/L,无
水碳酸钠质量浓度2g/L,浴比1∶50,60℃皂洗30
min。

2 结果与分析

2.1 阳离子改性工艺优化

2.1.1 氢氧化钠浓度的影响

采用Fix-800作为改性剂,改性条件为浴比1∶
30,温度70℃,时间30min,改性剂Fix-800用量4%
(owf),改变改性时的氢氧化钠浓度,将改性好的织物

分别用天然染料6%(owf)Natural0002在pH 值为

5,80℃染色40min,染色完成后进行皂煮、水洗,测得

试样的颜色值和牢度见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改性后染色织物的K/S 值随着改性

时氢氧化钠浓度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然后又会增大,
当氢氧化钠浓度达到9g/L时染色织物的 K/S 值最

大,并且在该浓度下染色织物的牢度也较好。故竹纤

维阳离子改性时氢氧化钠浓度选取9g/L。

2.1.2 改性剂Fix-800用量的影响

确定氢氧化钠浓度为9g/L,其他条件不变,改变

改性剂Fix-800的用量,测得试样的颜色值和牢度见表

2所示。

表1 阳离子改性工艺中NaOH浓度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NaOH浓度
/g·L-1

颜色特征值 摩擦牢度/级 皂洗牢度/级

K/S 值 L a b De 干摩 湿摩 棉沾 竹沾 褪色

3 4.1265 64.82 4.47 20.93 25.63 5 3-4 4-5 5 2-3
6 4.7491 63.29 4.73 21.54 27.29 5 3-4 5 5 2-3
9 5.8861 60.77 5.18 22.61 30.07 5 4 5 5 2-3
12 5.2396 63.10 4.87 22.67 27.09 5 3-4 5 5 2
15 3.4105 67.23 3.98 19.93 22.98 5 4 4-5 4-5 2
18 4.7875 64.91 4.83 22.80 26.47 5 3-4 5 4-5 2
20 4.8190 65.00 4.77 22.99 26.48 5 3-4 4-5 4-5 2-3

表2 阳离子改性剂用量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改性剂用量
/%(owf)

颜色特征值 摩擦牢度/级 皂洗牢度/级

K/S 值 L a b De 干摩 湿摩 棉沾 竹沾 褪色

0 0.0917 - - - - - - - - -
2 3.2555 68.09 3.51 19.95 22.63 5 3-4 5 5 3
4 5.8913 61.89 4.89 23.19 29.74 5 3-4 5 5 2-3
6 6.4988 60.61 5.13 23.76 31.57 5 4 5 5 2-3
8 6.3994 61.48 5.02 23.96 30.47 5 3-4 5 5 2-3
10 6.5606 60.22 5.12 23.92 31.58 5 3-4 5 5 2

  由表2可知,未改性织物基本不能上染,改性后

染色织物的 K/S 值随着改性剂Fix-800用量的增

加基本上呈增加的趋势,且当改性剂Fix-800的用

量超过6%以后,变化不大。染色牢度随改性剂的

增减变化不大,综合考虑,改性剂Fix-800的用量以

6%(owf)为宜。

2.1.3 改性时间的影响

固定氢氧化钠浓度为9g/L,改性剂Fix-800的用

量为6%(owf),其他条件不变,改变改性时间,测得试

样的颜色值和牢度见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改性后染色织物的K/S 值随着改性

时间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结合染色牢度和染色均匀

性,改性时间选取35min。

2.1.4 改性温度的影响

固定氢氧化钠浓度为9g/L,改性剂Fix-800的用

量为6%(owf),改性时间35min,其他条件不变,改变

改性温度,测得试样的颜色值和牢度见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改性后染色织物的K/S 值随着改性

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当温度超过70℃后,染色织物的

K/S 值变化不大,综合考虑,改性温度选取70℃。

2.2 染色工艺优化

2.2.1 染料用量的影响

由2.1章节可知,竹纤维最佳改性工艺为:改性剂

用量6%(owf),NaOH用量9g/L,改性温度70℃,时
间35min。在此改性条件下,对染色工艺进行优化。
改变染料用量,在pH值为5,80℃染色40min,测得

不同染料用量的织物的染色效果见表5所示。

·34·     2017年第1期             应用技术




表3 改性时间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改性时间
/min

颜色特征值 摩擦牢度/级 皂洗牢度/级

K/S 值 L a b De 干摩 湿摩 棉沾 竹沾 褪色

20 5.8069 61.57 4.44 21.67 28.22 5 3-4 5 5 2
25 6.4297 60.80 4.66 22.40 29.25 5 4 5 4-5 2
30 6.4319 60.57 4.73 22.32 29.07 5 3-4 5 5 2
35 6.5071 59.32 4.74 22.19 29.61 5 3-4 5 5 2-3
40 6.4028 60.39 4.64 22.64 28.67 5 3-4 5 5 2-3
45 6.4161 60.14 4.66 23.05 28.19 4-5 3-4 5 5 2

表4 改性温度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改性温度
/℃

颜色特征值 摩擦牢度/级 皂洗牢度/级

K/S 值 L a b De 干摩 湿摩 棉沾 竹沾 褪色

60 5.5219 61.70 4.63 21.37 26.84 5 4-5 5 5 2-3
65 5.5044 62.50 4.70 22.03 26.44 5 3-4 5 5 2
70 6.3852 60.02 5.00 22.60 28.84 5 3-4 5 5 2-3
75 6.3422 61.59 4.89 22.13 27.93 5 3-4 5 5 2-3
80 6.3587 61.26 4.97 22.42 28.63 5 4-5 5 5 2

表5 染料用量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染料用量
/%(owf)

颜色特征值 摩擦牢度/级 皂洗牢度/级

K/S 值 L a b De 干摩 湿摩 棉沾 竹沾 褪色

2 4.2661 66.03 4.63 21.69 25.20 5 4 5 5 3
3 5.5687 62.37 5.14 22.87 29.03 5 4 5 5 2-3
4 6.0512 61.16 5.15 22.95 30.12 5 4 5 5 2-3
5 6.2317 60.61 4.98 22.72 30.49 5 4 5 5 2-3
6 6.5180 59.94 5.04 22.72 31.10 5 4 5 5 2-3
7 6.6314 59.49 5.02 22.49 31.41 5 4 5 5 2
8 6.8735 58.93 5.06 22.42 31.90 5 3-4 5 4-5 2

  由表5可知,随着染料用量的增加,染色织物的K/S
值增加,当染料用量超过6%(owf)后,染色牢度会下降。
考虑到成本问题,染料用量宜选择6%(owf)以下。

2.2.2 染色时间的影响

其他条件不变,改变染色时间,测得染色织物的染

色效果见表6所示。
由表6可知,染色后织物的K/S 值随着染色时间

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染色时间超过40min后,染色织

物的K/S 值几乎不变;且染色时间越长,织物的匀染

性较好。考虑到时间越长,能源消耗越多,生产成本越

高,所以染色时间宜选取40min。

2.2.3 染色温度的影响

改变染色温度,测得染色织物的染色效果见表7
所示。

由表7可知,染色后织物的K/S 值随着染色温度

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当染色温度为80℃时染色织物

的K/S 值最大,且此温度下染色织物的匀染性、牢度

较好。故染色温度应选取80℃。

2.3.4 染色的pH值

试验发现天然染料Natural0002的染液pH值低于4.5
后,染液会出现浑浊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

染色pH值,测得染色织物的染色效果见表8所示。

表6 染色时间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染色时间
/min

颜色特征值 摩擦牢度/级 皂洗牢度/级

K/S 值 L a b De 干摩 湿摩 棉沾 竹沾 褪色

20 5.7308 61.79 4.85 22.78 29.50 5 4 5 5 2
25 5.5608 62.25 4.77 22.75 29.02 5 4 5 5 2-3
30 6.0707 60.55 4.91 22.11 30.28 5 4 5 5 2-3
35 6.1226 60.85 4.84 22.54 30.18 5 4 5 5 2-3
40 6.4429 60.44 4.95 22.76 30.66 5 4 5 5 2-3
45 6.4450 60.72 4.93 22.47 60.28 5 4 5 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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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染色温度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染色温度
/℃

颜色特征值 摩擦牢度/级 皂洗牢度/级

K/S 值 L a b De 干摩 湿摩 棉沾 竹沾 褪色

30 3.8533 69.53 3.45 22.37 22.62 5 3-4 5 5 2-3
40 4.8484 66.90 3.92 23.68 25.57 5 3-4 5 5 2-3
50 4.7308 65.79 4.16 23.00 26.17 5 3-4 5 5 2
60 5.4454 63.52 4.47 23.02 28.18 5 3-4 5 5 2
70 5.5341 63.05 4.57 22.39 28.78 5 4 5 5 2-3
75 5.9477 61.75 4.74 22.51 29.55 5 4 5 5 2-3
80 6.4589 60.58 4.82 23.31 30.06 5 4 5 5 2-3
85 5.9231 61.44 4.73 22.51 29.83 5 4 5 5 2-3
90 5.8992 61.18 4.75 22.24 29.95 5 4 5 5 2-3

表8 染色pH值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染色

pH值

颜色特征值 摩擦牢度/级 皂洗牢度/级

K/S 值 L a b De 干摩 湿摩 棉沾 竹沾 褪色

4.5 6.4858 60.07 4.27 22.11 27.25 5 4 5 5 2-3
5.5 6.0289 62.70 3.94 22.59 26.72 5 4 5 5 2-3
6.5 4.9339 65.07 3.22 21.33 25 5 4 5 5 2-3
7.5 4.1318 67.53 2.79 21.12 23.59 5 4 5 5 3
8.0 3.8725 69.03 2.41 20.94 22.17 5 4-5 5 5 3

  由表8可知,随着pH值的增加,染色织物的K/S
值下降,考虑到染液的稳定性及竹纤维的损伤问题,染
色pH值不宜太低,故选择染色pH值为4.5~5.5。

3 结论

竹纤维家纺面料用黄棕色天然染料Natural0002
进行染色,必须先对纤维进行阳离子改性,染料才能上

染纤维。改性最优工艺为:改性剂Fix-800用量6%
(owf),氢氧化钠浓度9g/L,温度70℃,时间35min。
最佳染色工艺为:染料用量不超过6%(owf),温度80
℃,时间40min,pH值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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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yeingProcessofBamboo
HomeTextileFabricUsingNaturalD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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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ationicmodificationprocessofbamboohometextilefabricandthedyeingprocessofthemodifiedfabricdyedwith
theyellowbrownNaturalDye0002were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optimalmodificationprocesswasdoneat70℃for35
minwithmodifierFix-8006% (owf),NaOH9g/L.TheoptimaldyeingprocesswasdoneatpHvalue4.5~5.5,80℃for40min
withNaturalDye0002nomorethan6% (o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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