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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不同苯乙烯用量对双亲性新型丙烯酸类浆料性能的影响。实验以两种不同比例的双亲性浆料为原

型,通过添加不同比例的苯乙烯,运用乳液聚合方法合成一系列新型丙烯酸类浆料;通过测试红外光谱、浆液黏度、黏附性

及浆纱性能,分析了苯乙烯的最佳用量。结果表明,当苯乙烯用量为其余单体总量的7%时,效果最佳;组成浆料单体的

最佳配比为丙烯酸35%,丙烯酰胺15%,丙烯酸甲酯15%,丙烯酸丁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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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丙烯酸类浆料对双亲性纤维有很好的黏附

性,易退浆,对环境污染小;但其再黏性大、吸湿性强,
因此常作为辅助浆料[1-2]。在新型丙烯酸类浆料中用

苯乙烯部分代替纯丙烯酸类浆料中的甲基丙烯酸甲

酯,能提高浆膜的耐水和耐碱性能,同时聚合物的分子

运动也会被有效抑制[3-4]。本文采用乳液聚合方法,
通过改变不同比例的苯乙烯加入量,合成了一系列不

同性能的双亲性丙烯酸类浆料;通过对其进行结构表

征和上浆性能测试,分析了不同比例的苯乙烯对其性

能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原料

丙烯酸(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丙烯酰胺(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五联化工厂);丙烯酸甲

酯(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五联化工厂);丙烯酸丁酯(上海

化学试剂采购五联化工厂);苯乙烯(广东西陇化工有

限公司);过硫酸铵(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十二烷

基硫酸钠(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氨水(上海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案

为研究不同比例的苯乙烯对双亲性丙烯酸浆料的

性能影响,在原有双亲性浆料单体配比基础上,加入不

同比 例 的 苯 乙 烯(5%、7%、9%、11%、13%、15%、

17%、19%、21%),制定出如下实验方案:

方案1:固定丙烯酸、丙烯酰胺、丙烯酸甲酯、丙烯

酸丁酯这4种单体的配比比例为35%、15%、15%、

35%,改变苯乙烯的比例如表1所示。
表1 试验方案1

样品号
丙烯酸
/g

丙烯酰胺
/g

丙烯酸甲酯
/g

丙烯酸丁酯
/g

苯乙烯
/g

1 19.95 8.55 8.55 19.95 3.0
2 19.53 8.37 8.37 19.53 4.2
3 19.11 8.19 8.19 19.11 5.4
4 18.69 8.01 8.01 18.69 6.6
5 18.27 7.83 7.83 18.27 7.8
6 17.85 7.65 7.65 17.85 9.0
7 17.43 7.47 7.47 17.43 10.2
8 17.01 7.29 7.29 17.01 11.4
9 16.59 7.11 7.11 16.59 12.6

  方案2:固定丙烯酸、丙烯酰胺、丙烯酸甲酯、丙烯

酸丁酯这4种单体的配比比例为35%、15%、35%、

15%,改变苯乙烯的比例如表2所示。
表2 试验方案2

样品号
丙烯酸
/g

丙烯酰胺
/g

丙烯酸甲酯
/g

丙烯酸丁酯
/g

苯乙烯
/g

10 19.95 8.55 19.55 8.55 3.0
11 19.53 8.37 19.53 8.37 4.2
12 19.11 8.19 19.11 8.19 5.4
13 18.69 8.01 18.69 8.01 6.6
14 18.27 7.83 18.27 7.83 7.8
15 17.85 7.65 17.85 7.65 9.0
16 17.43 7.47 17.43 7.47 10.2
17 17.01 7.29 17.01 7.29 11.4
18 16.59 7.11 16.59 7.11 12.6

1.3 实验步骤

本文采用乳液聚合方法[5],具体步骤如下:
(1)将一定量的乳化剂、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

与苯乙烯加入到容器中,在55℃中搅拌乳化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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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待乳化完成后,将溶液升温至75℃,匀速滴加

一定量的丙烯酸和丙烯酰胺单体和引发剂过硫酸铵水

溶液,结束后继续恒温搅拌30min;
(3)将反应乳液升温到90℃,恒温搅拌40min左

右。最后冷却降温,待温度降到室温时加入氨水调节

pH值,过滤出料。

1.4 测试方法

(1)红外光谱 将所需测试浆料经多步提纯后烘

干,在红外光谱仪上测试[6]。
(2)浆料黏度 将测试浆料调成3%的浓度,用

NDJ-5S数字旋转黏度仪测定浆液的黏度[6]。
(3)浆料黏附性 分别选择涤纶粗纱、棉粗纱,用

粗纱浸浆法测定[7],其中涤纶粗纱为620tex,棉粗纱

为520tex。
(4)上浆纱强伸性 将上浆的涤纶细纱、棉细纱分

别在YG061电子单纱强力仪上进行测试[6],其中棉细

纱为33tex,涤纶细纱为31tex。

2 结果与讨论

2.1 聚合物的红外光谱

通过乳液聚合法合成的浆料其红外光谱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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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试样的红外光谱

由图1可见,在波数2956.464cm-1处有-CH3
的C-H伸缩振动吸收峰,在1724.122cm-1处有羰

基C=O伸缩振动,在1448.34cm-1处有丙烯酸中的

COO-的振动吸收峰,在1160.986cm-1处有酯基中

的C-O-C对称伸缩振动吸收峰[8]。

2.2 浆料黏度

浆料的黏度是表征浆料流动时其内摩擦力的物理

量,决定了浆料对经纱的被覆和浸透能力。浆料浆液

黏度越大则越黏稠,流动性能差[9],浆料生产中要求浆

料的黏度相对较低。所合成的18个浆料浆液黏度如

表3所示。

表3 合成浆料的浆液黏度

样品号 黏 度/mPa·s 样品号 黏 度/mPa·s

1 6.58 10 4.98
2 5.42 11 11.3
3 5.25 12 12.38
4 5.92 13 14.45
5 4.69 14 15.17
6 4.58 15 18.83
7 4.65 16 23.16
8 4.72 17 19.72
9 4.45 18 19.45

  由表3可看出,丙烯酸和丙烯酰胺比例一定,丙烯

酸甲酯的含量少于丙烯酸丁酯时,浆料的黏度在5左

右,流动性较好;当丙烯酸甲酯的含量多于丙烯酸丁酯

时,浆料的黏度随着苯乙烯含量的增多而增大,浆料的

流动性变差。
2.3 浆料黏附性

浆料对纤维的黏附力越高,纤维的抱合力越好,纱
线强力越大,耐磨性也越强[10]。所合成浆料的黏附性

测试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合成浆料的粗纱黏附性测试值

样品号
涤纶粗纱断裂强力

/cN
棉粗纱断裂强力

/cN

1 146.8 55.2
2 138.7 70.4
3 146.6 57.2
4 128.3 72.4
5 103.2 52.6
6 102.3 49.2
7 90.3 50.6
8 91.3 46.2
9 85.6 45.6
10 130.7 67.2
11 153.8 57.0
12 121.3 67.2
13 119.8 60.8
14 158.2 68.2
15 157.0 72.6
16 160.2 78.4
17 145.9 62.6
18 147.3 60.4

  由表4可看出,在丙烯酸甲酯含量少于丙烯酸丁

酯含量,同时苯乙烯含量小于10%时,粗纱的断裂强力

较大,表明其黏附性较好。在丙烯酸甲酯含量多于丙

烯酸丁酯含量,苯乙烯用量越高时,由于方案2的黏度

总体也比方案1的大,即相同情况下粗纱的上浆率也

大,因此其断裂强力也大。

2.4 浆纱强伸性

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测试值如表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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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中未上浆涤纶纱的断裂强力为1796cN,未上浆

棉纱的断裂强力为520cN。
表5 上浆纱的强伸性测试值

样品号

涤纶纱 棉 纱

断裂强力
/cN

断裂伸长率
/%

断裂强力
/cN

断裂伸长率
/%

1 1855.1 13.0 688.4 5.2
2 2017.2 12.4 747.0 5.8
3 1825.6 12.7 680.4 5.4
4 1855.8 13.0 682.0 5.4
5 1845.2 12.7 658.8 5.1
6 1838.8 12.6 689.8 5.6
7 2029.2 12.7 706.0 5.9
8 1957.0 13.0 696.2 6.2
9 1831.2 12.9 690.0 5.9
10 1998.9 12.9 781.0 6.2
11 1911.1 12.5 680.2 5.4
12 1844.6 13.0 674.4 5.3
13 1960.9 13.0 719.6 6.0
14 1887.2 13.0 691.0 5.1
15 1961.5 13.0 645.4 5.7
16 1963.2 12.8 710.2 5.9
17 1957.0 13.0 696.2 6.1
18 2020.0 12.9 708.0 5.7

  从表5可看出,上浆涤纶纱和棉纱的断裂强力都

有所增加,且加入苯乙烯后疏水性涤纶纤维纱的强伸

性有所提高,但其性能并不随苯乙烯含量变化而呈现

出相同趋势的变化。对亲水性棉纤维强伸性的影响却

不如对涤纶纤维明显。

3 结论

采用乳液聚合法合成具有苯乙烯的新型丙烯酸类

浆料是可行的。当苯乙烯含量小于10%时,浆料的黏

度较小流动性好,黏附性较大上浆性能较好。苯乙烯

用量为其余单体总量的7%时效果最佳;浆料组成单体

的最优配比为丙烯酸35%,丙烯酰胺15%,丙烯酸甲

酯15%,丙烯酸丁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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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StyreneonPropertiesofAmphiphilicAcrylic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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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effectofstyreneamountonpropertiesofamphiphilicnewacrylicsizewasstudied.Withtwodifferentproportionsof
amphiphilicsizesasprototype,emulsionpolymerizationmethodwasadoptedtosynthesizeaseriesofnewacrylicsizebyaddingdiffer-
entproportionsofstyrene.Andthebestdosageofstyrenewasobtainedbytheanalysisofinfraredspectroscopy,sizeviscosity,adhe-
sionandsizingperformance.Theresultsshowedthatoptimumamountofstyrenewas7%,andtheoptimumproportionofmonomer
wasacrylicacidof35%,acrylamideof15%,methylacrylateof15%,butylacrylateof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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