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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 RSM-I和 E与聚丙烯共混．制得分散染料可染改性 聚丙烯纤维 ．讨论 了共幌物组分和组 

成对共混纤维染色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RsM．1和E对提高改性聚丙烯纤维的染色性均有明 

显效果 ． 

美键词：聚丙烯：聚合物共混；改性聚丙烯；染色性 杉善寸 
中圈分类号：TQ342．9 。 

聚丙烯纤维具有密度小、保暖性和耐磨性好、回潮率低和导湿性好等特点 ，为聚丙烯纤 

维进人服装领域开辟 了广阔的前景I“．由于聚丙烯是一种碳氢高聚物 ，不台任何极性基 团和 

化学活性基团，故纤维着色 困难．目前 ，国内外一般采用原液着色法使纤维着色，但色谱有 

限，难以适应服装市场对多色彩的需求 、因此，改善聚丙烯纤维的染 色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 

焦点．国内外曾采用多种方法来改进聚丙烯纤维的染色性 ，如氯化 、接枝共聚、合成新型染 

料、聚合物共混等．其中以聚合物共混改性的方法报导最多0～ 、 

本研究从破坏聚丙烯纤维的结构规整性和引人 与染料有亲和力的基团两方面人手．通 

过引人第二组分 RSM．1和第三组分 E与聚丙烯共混纺丝，制得改性聚丙烯纤维、文 中讨论 

了不同共混组分 、组成比和染料性能对共混聚丙烯纤维染色性 的影响 ． 

1 实 验 

1．1 原 料 

等规聚丙烯 (PP)：型号 71735，MI=35．辽化产； 

RsM-1：M／=-I．5～2．5，市售台有极性基团的改性聚苯乙烯 ； 

E：M／=-150，市售含有极性基团的改性聚乙烯 ． 

1．2 共混切片的制备 

共 混配 比如表 1．表 2所示 ．共 混时，先 用人工 混合 ．然后 用螺杆 挤压 机 (Z=30mm， 

L／D=25，口模 z=3 mm)进行熔融共混造粒 ．共混温度 23O～265℃．为提高共混均匀性，经一 

次共混造粒、干燥后，再进行二次共混造粒，然后供纺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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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呈! 竺苎 塑望堕 量比> 裹2 E瓜sM一1月 共混构组成(质量比> 

1．3 纺 丝 

在实验室模拟纺 丝机上纺丝 ．纺丝温度为 265 ．在 一定的压力下测定 纺丝供量 G 

(r／rain)、纺丝速度 m／rain)，根据下式求纤维的纤度 ： 

户J=(Go／ )×10 dtex． 

1．4 染色工艺和上染率的测定 

染色配方：分散染料对纤维 的质量比：2％； 

扩 散剂NNO：1 e／L； 

渗透剂3FC：2 mL／L； 

浴 比：100：1． 

工艺操作：按配方配染浴，将染杯放人电热恒温水浴锅中水浴加热至 60U
．将 0．3 g干燥 

好的纤维用水浸湿，挤干后放到 60U的染杯中，在 20min内加热到 100℃，在 1 00℃下沸染 

45 min，取出皂洗，水洗后干燥 ．上 

上染率的测定：采用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生产的 721型分光光度计测定上染率
．上染率 

计算公式如下： 

= [ 0--A．)／,4．]×100％， 

式中： 代表上染百分率，A 表示染前吸光度，A．表示染后 吸光度 ． 

2 结果与讨论 

2．1 共混组成 比与纤维上染率的关系 

嚣 

替  
鼎  

■  

RBM-I／PP组 成 比 

囤1 RSM一1]PP共混物组成 

与纤维上染率的关系 

EC' 

囤2 E／RSM-1／Pp共混构组成 

与纤维上染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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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图2是共混组成 比与纤维上染率 的关系曲线 ．由图 l可见，随着 RSM．1含量的增 

加 ，纤维上染率增加，当 RSM-1含量为 6％ 时出现最小值 ．由于 RSM．1与 PP不相容，纺丝成 

形时产生相分离，形成许多裂纹孔隙，增加了染料分子的可及 区，使染料分子容易向纤维内 

部扩散 ．同时由于 RSM．1带有供电子极性基 团，增加了与分散染料 吸电子基团的结合能，从 

而有效地提高了改性聚丙烯纤维的上染率 ．当 RSM．1含量为 6％ 时上染率出现最小值的原 

因，可能是少量的 RSM．1起到了成核剂的作用，使纤维结晶细化，晶区分布均匀，无定形区 

减少，从而改性聚丙烯纤维中染料可及 区减少，染料分子向纤维内部渗人、扩散量减少的缘 

故 ．进一步增加 RSM．1含量 ，由于 Ps空 间位阻大，影响链段 自由运动，使结晶度降低，因而 

上染率提高 ． 

由图 2可见，RSM．1含量一定 (6％)，由于第三组 分E的加人，改性聚丙烯纤维的上染率 

有明显增加，并且随 E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这是由于组 分E中有 与染料亲和的极性基 团的作 

用，随着极性基团数量的增加，纤维与染料分子问的作用力增大 ，纤维上染率增大 ．当E含量 

超过 6％ 后 ．纤维上染率便趋于平衡 ． 

另外，由图 l，图 2还可以看 出，同一组成的改性聚丙烯纤维对 3种染料有不同的上染 

率 ：染料 E-EX的上染率最大，染料 E．TB次之，染料 E．4B的上染率最小，表明改性聚丙烯纤 

维对染料有 明显的选择性． 

2．2 染料与纤维的质量比对纤维上染率的影响 

染料与纤维的质量 比对纤维染色的影响如表 3所示 ．从表 3可见，共混纤维不同，上染 

率最大值 的质量 此也不同，随着质量 比增加，100 g纤 维染料上染量和染液残余 染料量增 

加 ．一定量 的纤维中染座量是一定的，质量 比很小时，染液 中染料量少，当有效染座数量较 

多，染液 中大部分染料均被染座所吸收，所以纤维上染率就 比较高，染液残余染料量则 比较 

少 ．随着质量 此增大，染液中所含染料量增多，染座数量一定，所 以纤维上染率相对有所下 

降，l∞ g纤维染料上染量和残余染料量有所增加．综合考虑纤维上染率、染料消耗量和环保 

要求等因素，质量 比以 2％较为台适，此时上染率较高，残余染料量较少，环境污染少 

表3 染料与纤维的质 量比对纤维 染色的影响 

2．3 染色时间对纤维上染率的影响 

图 3是改性聚丙烯纤维上染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由图可见，随着染 色时间的增加，染 

料的上染率增加；达到一定时间后，纤维上染率变化不大 纤维染色过程是纤维表面对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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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吸附、染料热运动解吸附、染料向纤维里层扩散的综合过程 ．在染色初期，吸附占优势， 

纤维上染量增加，纤维上染率随时间迅速增加；染色一定时间后，解吸附也 随时间而增加 ，最 

后达 到平衡 吸附，染料 的上染量不再 随时 间的增加而增多，纤维上染率也 不随时间而变 

化 ．在本实验条件下，染色时间达到 60rain后纤维上染率基本变化不大 ． 

3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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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染色时间对纤维上染军的彰响 

a．RSM．1对聚丙烯纤维的染色性有明显改善 ．随 RSM．1含量增加，纤维上染率增加；当 

RSM一1含量为 6％ 时，上染率出现最小值；当RSM．1含量不变，随组 分E含量增加纤维上染 

率增加，当E含量达到 6％后．纤维上染率变化不大 ． 

b．不同纤维上染率最大值所对应的染料与纤维的质量 比不同，100 g纤维染料上染量和 

染液残余染料量 随质量 比的增加而增加 ． 

c．。纤维的上染率随染色时间增加而增加，染色时间达到 60rain后上染率达到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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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eability of M odified Polypropylene Fibers 

Zhang Xiuqin Gao Xiaoshan Zhu Bensong 

Depa~ment of Material Engineering，Beijing Institute of Ctothing Teehnolog~．Beijhag 100029 

Abstract：The modif'~d polypropylene fibers were prepared by ad~ng m ottled  

polystyrene SM-1)and ethylene eopolymer E into polypropylene(PP)．Dyeing behaviours 

of dit~rent modified polypropylene fibers weT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yeabil． 

of modified polypropylene fibers was obviously impmved ． 

Key words：polypropylene； blending of polymer； modified  polypropylene； 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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