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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服装服饰日渐形成了一种时尚文化,其
生产周期越来越短,产品款式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但产

品的质量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本文就色牢度不合格关

注程度较高的几项色牢度指标展开分析并探讨改善措

施。

1 色牢度的常见影响因素

纺织品色牢度一般包括耐摩擦、耐皂洗、耐干洗、
耐水、耐汗渍、耐热压、耐光、耐氯化水、拼接互染、染料

迁移等。其中,耐摩擦、耐皂洗、耐光、耐水、耐汗渍色

牢度是生产贸易中关注最多的几项指标。

1.1 耐摩擦色牢度

耐摩擦色牢度的测试原理是纺织试样分别与一块

干摩擦布和一块湿摩擦布摩擦后,评定摩擦布沾色程

度,按照GB/T251-2008或ISO105/A03-1993沾

色用灰色样卡。分五级九档制,五级最好,一级最差。
一些技术先进、管理严格的企业其生产的纺织品耐摩

擦色牢度控制的已经很好,但仍有很多中小企业耐摩

擦色牢度经常低于现行国家通用标准 GB18401-
2010、GB31701-2015的最低要求。影响织物摩擦色

牢度的因素很复杂,下面主要分析其中主要的几个因

素。

1.1.1 织物结构和表面形态

日常实验中发现某些织物的耐干摩擦色牢度较其

湿摩擦色牢度级数要低。如合成纤维或者丝绸类织

物,因为这类织物的结构比较疏松,导致样品在摩擦实

验的过程中由于摩擦头的压力和摩擦阻力共同作用发

生了滑移,从而增大了摩擦系数,使得耐干摩擦色牢度

较差。在进行湿摩擦测试时,由于这类织物不易吸湿,
并且在水的润滑作用下使其摩擦阻力减小,因此这类

织物的耐湿摩擦牢度反而比其耐干摩擦牢度要高。
实践中发现纺织品上的染料脱落或掉色是摩擦白

布沾色的主要原因。某些表面粗糙的混纺织物或表面

坚硬的麻类织物、涂料印花织物,在进行干摩擦时很容

易将织物表面堆积的染料、涂料磨下来。这是因为这

类织物表面粗糙、坚硬,摩擦阻力大,耐干摩擦色牢度

自然下降。某些磨毛起绒类织物,干摩擦色牢度也有

所下降,主要是因为织物表面的绒毛与摩擦白布表面

有夹角,并非平行摩擦,这样使得摩擦头在往复运动时

摩擦阻力增大。对于磨毛的深色产品,在进行湿摩擦

测试中,其表面的短纤维脱落比其他产品更明显,湿摩

擦色牢度会有所降低。对于深色的涂料印花、斜纹棉

布、灯芯绒而言,在湿态条件下,由于其本身所用的染

料和染色工艺等原因,其湿摩擦色牢度通常为2级及

以下,并不优于其耐干摩擦色牢度。

1.1.2 染料性质和染色工艺

染料扩散难易和直接性高低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

面,要想提高染色织物的湿摩擦色牢度,必须进行衡

量,做出取舍。若染料与纤维直接性低,染料分子容易

扩散进入纤维内部,织物表面的浮色减少,湿摩擦测试

时结果会令人比较满意。若染料与纤维的直接性高,
虽然上染纤维比较容易,染料分子也易于固着在纤维

表面,但染料分子的扩散性差导致很难进入纤维的内

部,这样会造成织物表面浮色残留较多,湿摩擦色牢度

结果一般较差。实践中建议选择直接性适中、带有水

溶性基团且扩散性好的染料。还要根据染料性能控制

染料的用量,因为染料的直接性影响染料的匀染性。
一般而言,直接性高的染料吸附快,从而容易出现染

花、染不均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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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前处理和后处理工艺

织物的前处理加工对摩擦色牢度影响很大。没有

处理的棉纤维在湿态情况下发生膨润,摩擦力增加,强
力下降,这些都可能使染色后的纤维更易断裂、脱落,
增加摩擦白布沾色的可能性。故适当的丝光、烧毛、精
炼可以提高织物的光洁度和固色率,减少浮色,有效提

高摩擦色牢度。后处理是印染加工的一道重要工序,
主要去除水解和未反应的染料、电解质、助剂等。后处

理时要控制染液的pH 值接近或保持中性,防止织物

存放一段时期后发生染料分子破坏,造成摩擦牢度明

显下降。

1.2 耐皂洗色牢度

耐皂洗色牢度考核的是纺织品经洗涤液作用后颜

色的保持能力,是衡量纺织品使用价值的重要指标。
我国纺织品耐皂洗色牢度的现行标准主要是 GB/T
3921-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和

GB/T12490-201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家庭和商

业洗涤色牢度》。耐皂洗色牢度的褪色机理分为3类。
一是染料与纤维结合键的断裂作用;二是水和洗涤剂

对织物上染料的溶解作用;三是洗涤过程中的振荡、揉
搓等机械作用。大量测试结果的统计发现,棉、羊毛、
聚酯纤维、锦纶及其混纺织物、含氨纶的弹性织物的耐

皂洗色牢度对锦纶和醋酯纤维的沾色级数在3级及以

下。虽然不同纤维原料所使用的染料和印染工艺不

同,但出现的问题大致相似。这主要是布面浮色和有

色纤维颗粒的转移引起的。可见耐皂洗色牢度的优劣

与染料结构、染料和纤维结合键的强弱、染色及后处理

工艺密切相关。

1.2.1 染料的分子结构

含亲水性基团的水溶性染料的耐皂洗色牢度低于

不含亲水性基团的染料,这是因为含亲水基团的水溶

性染料与水的亲和作用造成了耐皂洗色牢度较差。

1.2.2 染料和纤维结合键的强弱

耐皂洗色牢度还与键合染料的成键稳定性有关,
断键染料也会发生水洗掉色。活性染料和纤维发生共

价键结合,因此皂洗牢度较好。染料和某些金属离子

络合使染料分子增大,水溶性降低,耐皂洗色牢度随之

提高。

1.2.3 染色及后处理工艺

染料吸附和扩散充分,固色率就高;残留染料和水

解染料少,易于洗除。染色工艺合理,染料和纤维的共

价键在染色和后处理时不易断裂,耐皂洗色牢度较好。
对于纤维素纤维制品,活性染料的耐洗牢度优于直接

染料;不溶性偶氮染料、还原染料和硫化染料的染色工

艺比前两者更加复杂,故这3种染料的水洗牢度更加

优良。因此,提高纤维素制品的水洗牢度不仅要合理

选择染料,还要选择合适的染色工艺。适当加强水洗、
固色、皂洗都可以显著提高耐皂洗色牢度。

1.3 耐光色牢度

我国目前的耐光色牢度测试标准主要有 GB/T
8426-199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色牢度:日光》、

GB/T8427-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

度:氙弧》、GB/T8429-199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

气候色牢度:室外暴晒》,其中GB/T8427-2008是最

常用的标准,给出了5种测试方法。耐光色牢度的测

试原理是纺织品试样与一组蓝色羊毛标样在人造光源

下按照规定条件曝晒,然后将试样与蓝色羊毛标样进

行变色对比,评定色牢度。对于白色(漂白或荧光增

白)纺织品,是将试样的白度变化和蓝色羊毛标样对

比,评定色牢度。耐光色牢度分为8级,8级最好,1级

最差。光照褪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影
响耐光色牢度的主要因素是光照、染料分子结构、混合

拼色、染色深度及浮色等。

1.3.1 光照

光照导致织物褪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发生的反

应有氧化、还原或者两者共同发生,光致氧化或还原反

应是导致染料褪色的主要原因。偶氮基邻位无羟基或

氨基的偶氮染料染醋酯纤维时,在光的作用下会发生

异构反应,导致色泽变淡。有些硫靛染料在受到光照

时也会发生此类异构反应。

1.3.2 染料分子结构

染料分子的取代基和耐光色牢度在染料的基本化

学结构相同时一般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关系。若要想提

高棉、黏纤类纤维素纤维的耐光色牢度可以增加抗氧

化的取代基,若想增加毛、丝类蛋白质纤维的耐光色牢

度可增加抗还原的取代基。染料分子母体结构的偶氮

基是引起光照褪色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偶氮基与相邻

基团电子云的共享状况也会影响耐光色牢度的稳定

性。

1.3.3 染料拼色

三原色拼色是一种常见的染色方法,织物面料拼

色染色后的耐光色牢度受日晒牢度差的那种染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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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进行拼色染色时,若其中一种染料的耐光稳定

性较差,即使另一种染料的耐光色牢度较好,拼色染色

后的织物耐光色牢度还是不理想。

1.3.4 染色深度及浮色

织物的颜色越深,耐光色牢度越好。1/1和1/25
标准深度时的耐光色牢度可能差两级以上。色泽越

浅,染料在纤维上多呈高度分散状态,受光照的几率越

高,使得耐光色牢度明显下降。因此,染浅色时更要选

择耐光色牢度较好的染料。某些添加了许多后整理剂

和抗皱整理剂等的织物,也会降低产品的耐光色牢度。
故要选用对这些整理剂不敏感的染料。实践中也发现

染色后处理做的越好,浮色清洗的越彻底,织物的耐光

色牢度越好。

1.4 耐水、耐汗渍色牢度

耐水色牢度指纺织品在水中浸渍后颜色的保持程

度。测试时试样和贴衬织物充分润湿后,在负载一定

压力的情况下放入某一温度的烘箱内一定时间,取出

晾干,评价变色和沾色级数。高级的蚕丝服装、羊毛服

装、纯棉服装最容易存在这个问题。
耐汗渍色牢度是指有色织物在酸性、碱性溶液中

颜色的保持程度。测试时纺织品在含有组氨酸的不同

试液中,在压力、温度的共同作用下,考察自身变色和

贴衬织物沾色的情况。贴身的衣服如内衣、泳装、衬衫

等经汗液浸渍而掉色。在耐汗渍试验中,试验结果存

在许多影响因素,如贴衬的选择、试验的操作手法、试
验环境等。除去试验时不同的影响因素,产品本身的

特点、染料、染色工艺、助剂等影响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实践证明,一般锦纶织物的色牢度最差,蚕丝、羊毛次

之,棉、麻、聚酯、腈纶等纤维较好。羊毛纤维的耐碱液

汗渍比耐酸液汗渍更为严重,这主要是因为羊毛的耐

酸不耐碱的化学性质决定。

1.4.1 产品本身的特性

锦纶贴衬沾色严重和它的上色机理也脱不开干

系。锦纶纤维在较低的温度下对很多类型的染料有很

好的上色率,因此在进行水、汗渍测试时,一旦样品上

有浮色,加上压力、温度、酸碱度、摩擦等外部条件,它
们的沾色就会相对比较严重,而其他纤维贴衬的沾色

并不明显。有些汗渍色牢度不合格是由织物的颜色变

化或者渗色引起的,但是有时试样颜色变化时并未出

现渗色,有时试样渗色时试样的颜色并无变化,也有试

样既发生渗色也发生颜色变化导致色牢度不合格。

1.4.2 贴衬织物的类型

在进行耐水、汗渍、皂洗测试时贴衬织物的类型对

纺织品色牢度评定结果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影响到色

牢度合格与否的判定。印花类织物的取样部位也会影

响色牢度的判定结果,某些颜色的色牢度较差时建议

选用单纤维贴衬以保证花型中每种颜色均与相同纤维

贴衬接触,得出一致的色牢度结果。如果用多纤维贴

衬,色牢度较差的颜色或部位与多纤维贴衬不同纤维

条接触沾色结果也不同。即使用多纤维贴衬也要注明

是DW还是TV型,因为DW 型含有羊毛、二醋纤,而

TV型含有黏胶纤维、三醋纤,其余相同的4组分为棉、
聚酯纤维、聚丙烯腈纤维、聚酰胺纤维。其中DW 型多

纤贴衬是目前国内外检测机构和企业使用较多的类

型。因此,建议客户送样检测时应根据标准中明示使

用的贴衬类型、条件及其相对应的指标,避免对测试结

果产生争议。

2 改善色牢度问题的措施

2.1 合理选择染料

选择染料要从织物的成分、色牢度的等级要求、客
户要求、用途等角度选择最合适的染料。由于我国纺

织品出口贸易非常发达,生产的纺织服装产品经常要

迎合不同国家的执行标准。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检测

方法和数据表示方法,因此对客户的色牢度标准及等

级要求务必清楚明确,以此选择合适的染料。另外织

物用途不同,色牢度要求通常不同。帽子、冲锋衣等户

外服装要选用耐日晒牢度较高的染料而贴身穿的衣物

如衬衫、连衣裙、内衣裤要选择耐汗渍、耐洗色牢度高

的染料。

2.2 合理制定染色工艺

良好的染色产品离不开合适的染色工艺条件,温
度、时间、pH值等每一个指标都非常关键。合适的温

度影响着纤维的膨化程度、染料及助剂性能的发挥。
不同的织物和染料都有最佳的染色温度,染色温度或

升温速率控制不当,都会严重影响到产品的色光及匀

染性。染色时间根据染料的直接性、扩散性而定,染色

时必须保证足够的时间让染料充分上染、扩散、固着在

纤维内外,从而得到满意的色泽效果。在染色时合理

控制好染色温度和染色时间是制得优良产品的关键。

pH值也是影响染色色泽与匀染性的重要因素。pH
值还会影响到染料的反应性和水解性、纤维的特性,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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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助剂的性能。

2.3 合理选择助剂

染色助剂包括柔软剂、助溶剂、固色剂、缓染剂、显
色剂、分散剂等。常规使用的染料,要侧重助剂用量的

确定和使用方法。对于深色染料,可将助剂分批加入,
提高吸尽率,也可以提高染料吸附的牢固性,起到固色

作用。选择柔软剂要控制好用量,要根据纤维的特性

和染料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柔软剂。否则,柔软处理后

纺织品不仅手感发黏,而且容易褪色。

2.4 合理的前处理和后处理

前处理主要有烧毛、煮漂、丝光等。后处理有水

洗、皂洗处理和后整理等。前处理是保障染色质量必

不可少的环节。前处理主要的目的是调节织物的pH
值至中性,润湿织物使纤维膨化,清洗污物。后处理的

水洗、皂洗、净洗等是为了除浮色,保障色牢度及色光

的稳定性。除了上述水洗外,有些染料还要进行特殊

的处理,如固色、防脆、柔软处理等。

3 结语

影响纺织品色牢度的因素很多,对于企业而言,仅
仅追求快时尚忽视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是不明智的。企

业各项生产工序不仅要做好,还要保证产品具有优良

的色牢度指标,满足日常服用和再加工要求。对于检

测机构而言,要努力提高检测水平,积累检测经验,为
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对于质检人员要熟悉服装行业各

项标准尤其是标准替代更新、新标准的实施等,持续关

注各项质量指标和客户需求。对于我国色牢度测试标

准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对于耐光色牢度测试条件标

准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会影响测试结果的精确性和

重现性。对于产品标准引用测试方法时,对列有多种

试验方法的情况,产品标准没有明确指定具体方法,不
同的企业、检测机构因实验方法不同,导致测试结果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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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ProblemsandImprovementMeasuresinColourFastnessTesting
LIMan-man

(ShenzhenAcademyofMetrology&QualityInspection,Shenzhen518139,China)

  Abstract:Thecommonproblemsincolorfastnesstestingwereanalyzedthroughdailyentrustmentinspection,supervisioninspec-

tionandspotcheck.Thecausesweresummarizedandanalyzed.Measuresforimprovingunqualifieditemwereproposedtohelpenter-

prisesimproveproductqualityand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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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谱曲的智能服装

  随着智能服装的不断发展,能播放音乐的智能服

装已经不足为奇,智能服装新的娱乐功能层出不穷。
以前人们常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但是把这句

话反过来说就不行了。最近,DaniloZizic和NikolaKn-
ezevic设计的Pacer连体服,让你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一

段旋律。
Pacer连体服上配备有传感器和触发器,传感器负

责捕捉人体肌肉运动,触发器会把收集到的信息转化

成音乐旋律。穿上它能将你的每一个动作都转化成为

一段音乐。以前只能随歌起舞,现在则是因舞成歌。
除了用于艺术,Pacer连体服将来还可能出现在医学领

域,用于肌肉萎缩方面的治疗与康复。
(摘自:纺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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