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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丝织物活性染料低盐无碱染色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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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采用色媒体对真丝织物进行改性，然后用活性染料进行低盐无碱染色。研究了色媒体用量、改性

液ｐＨ值、改性温度和时间对改性织物染色Ｋ／Ｓ值的影响；测定了真丝织物改性前后在不同ｐＨ值下的Ｚｅｔａ
电位；探究了改性真丝染色工艺中元明粉和纯碱用量对织物Ｋ／Ｓ值的影响。结果表明，色媒体改性真丝织物

的较佳工艺为色媒体用量４ｇ／Ｌ，改性处理液ｐＨ值７～８，温度７０℃，改性时间４０ｍｉｎ；改性真丝纤维的Ｚｅｔａ电

位负值有所降低，有利于活性染料上染；改性后的染色真丝织物可以降低常规盐用量的２５％，实现低盐染色。

关键词：色媒体；改性；染色；真丝织物

中图分类号：ＴＳ１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６５Ｘ（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１２－０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ｏｗ－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ｌｉ－Ｆｒｅ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Ｄｙ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Ｓｉｌｋ　Ｆａｂｒｉｃｓ
ＺＨＡ　Ｊｉｎｙｉｎｇ１ａ，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ｎ１ｂ，ＹＵ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１ｂ，ＷＵ　Ｌａｎ２，

ＷＥＮＧ　Ｙａｎｆａｎｇ２，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２

（１．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ｂ．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Ｄｙｅｉｎｇ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２．Ｈｉｇｈ　Ｆａｓｈ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Ｌｔｄ，Ｘｉａｏｓｈａｎ，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１２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ｌ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ｆａｂｒ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ｄｙ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ｌｏｗ－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ｌｉ－ｆｒｅｅ　ｄｙ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ａｇｅ，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ｌｉｑｕｉ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ｏｎ　Ｋ／Ｓ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ａｂｒｉｃ
ｄｙｅｉｎ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Ｚｅｔ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ｉｌｋ　ｆｉｂ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ｕｌｐｈ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ｄａ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ｎ　Ｋ／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ｅ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ａｂｒｉｃ．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ｌｋ　ｆａｂｒｉｃ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ｏｌ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ｃｏｌ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ｄｏｓａｇｅ
４ｇ／Ｌ，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ｌｉｑｕｉｄ　７～８，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７０℃，ｔｉｍｅ　４０ｍｉｎ．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Ｚｅｔ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ｉｌｋ　ｆｉｂｅｒ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ｄｙｅｉｎｇ．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ｉｌｋ　ｆｉｂｅｒｓ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２５％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ｔ　ｄｏｓ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ｙ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ｌｏｗ－ｓａｌ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ｏｒ　ｍｅｄｉａ；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ｙｅｉｎｇ；ｓｉｌｋ　ｆａｂｒｉ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３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萧山区重点科研 项 目（２０１１２３４）；杭 州 市 产

学研合作项目（２０１２２３３１Ｅ６５）

作者简介：查金英（１９８８－），女，河 南 周 口 人，轻 化 工 程０８级

本科生，主要从事新型染整化学品与绿色合成技术的研究。

通信作者：余志成，Ｅ－ｍａｉｌ：ｙｕｚｈｉｃｈｅｎｇ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０　引　言

活性染料因其色泽鲜艳，色牢度优异等性能而广

泛应用于蛋白质及纤维素纤维的染色［１］，但是，活性

染料的结构简单，直接性低，染色过程必须加入大量

的电解质以降低染料与纤维间的静电斥力，提高染料

上染率。而大量电解质的使用会造成高含盐量的印

染废水排放，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土质盐碱化［２］。且

活性染料碱性条件下易水解，染料利用率较低，导致

污水处理负担增加，生产成本提高。因此，研究开发

低盐无碱染色工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３－４］。
色媒体是一种含活泼氢及反应型功能团的阳离

子预聚体型染色助剂，它可以渗透到纤维内部后发

生聚合反应，也可与纤维上的活性基团发生共价键

结合固着在纤维材料上。反应后的纤维上含有大量

阳离子基团及反应型功能团，对阴离子型活性染料

的吸附效果显著，对活性染料有优异的反应能力［５］。
可在无盐、无 碱 的 条 件 下 染 色，节 省 大 量 的 染 色 助

剂，既降低生产成本，又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６］。
本文对色媒体真丝织物改性及其活性染料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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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及 机 理 进 行 了 研 究，分 析 了 色 媒 体 用 量、ｐＨ
值、温度和时间对真丝改性织 物Ｋ／Ｓ值 的 影 响，测

试了真丝织物 改 性 前 后 在 不 同ｐＨ 值 下 的Ｚｅｔａ电

位，研究了真丝改性织物活性红Ｌ－Ｓ染色工艺中盐、
碱用量对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１　实　验

１．１　材料与仪器

织物：１１２０６电力纺（达利（中国）有限公司提供）。
药品：色 媒 体（广 东 德 美 精 细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活性红Ｌ－Ｓ（上 海 安 诺 其 纺 织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元明粉（工业级），纯碱（分析级），冰醋酸（分析

级），氯化钾（分析级）。
仪器：ＳＦ６００Ｘ电脑测色配色仪（美国Ｄａｔａ　Ｃｏｌｏｒ

公司），ＳＨＡ－Ｂ恒温振荡水浴锅（国华企业），Ｙ５７１Ａ
摩擦牢度测试仪（山东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ＡＲＡ５２０电子 天 平（奥 豪 斯 公 司），Ｓｕｒｐａｓｓ固 体 表

面Ｚｅｔａ电 位 分 析 仪（奥 地 利 Ａｎｔｏｎ　Ｐａａｒ公 司），

ＰＨＳ－２Ｆ精密酸度计（上海雷磁仪器厂）。

１．２　实验及方法

１．２．１　真丝织物改性

ａ）改性工艺处方

色媒体／（ｇ／Ｌ），　２～６；
温度／℃，　４０～８０；
时间／ｍｉｎ，　１０～５０；

ｐＨ值，　３～１０；
浴比，　１∶５０。

ｂ）工艺流程

织物浸渍→预处理改性→热水洗→冷水洗→晾干。

１．２．２　改性真丝织物活性染料染色

ａ）染色处方

活性红Ｌ－Ｓ／％（ｏｗｆ），　２；
元明粉／（ｇ／Ｌ），　０～４０；
纯碱／（ｇ／Ｌ），　０～２；
温度／℃，　６０；
时间／ｍｉｎ，　４０；
浴比，　１∶５０。

ｂ）升温曲线

注：ａ．皂煮工艺配方为净洗剂２０９　２ｇ／Ｌ，温度９５℃，时间１５ｍｉｎ，浴比１∶５０

１．３　测试方法

１．３．１　Ｋ／Ｓ值　采用ＳＦ６００Ｘ型Ｄａｔａ　Ｃｏｌｏｒ测色配

色仪测定真丝改性织物活性染料染色后的Ｋ／Ｓ值。

１．３．２　Ｚｅｔａ电位测定　用Ｓｕｒｐａｓｓ固体表面Ｚｅｔａ
电位分析 仪 测 定 改 性 真 丝 纤 维 在 不 同ｐＨ 值 下 的

Ｚｅｔａ电位。

１．３．３　皂洗牢度　参照ＧＢ／Ｔ　３９２１．１—１９９７纺织

品色牢度试验，用灰色样卡评定试样的变色和贴衬

织物的沾色牢度。

１．３．４　耐摩擦牢度　参照ＧＢ／Ｔ　３９２０—１９９７纺织

品色牢度试验，耐摩擦牢度在Ｙ５７１Ｌ型摩擦牢度仪

上测定后评级。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真丝织物的色媒体改性

２．１．１　色媒体用量对真丝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改变 色 媒 体 用 量（２、３、４、５、６ｇ／Ｌ）在ｐＨ 值

为７，改性温度７０℃，浴比１∶５０条件下对真丝织物

改性４０ｍｉｎ，然后用活性红Ｌ－Ｓ染色，探究色媒体用

量对真丝织物Ｋ／Ｓ值的影响，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色媒体用量对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注：染色配方为活性红Ｌ－Ｓ　２％（ｏｗｆ），６０℃染色４０ｍｉｎ，浴比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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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可知，真丝织物Ｋ／Ｓ值随色媒体用量增

加而增加。这是因为增加色媒体用量可增大其与真

丝纤维反应的 量，降 低 真 丝 纤 维Ｚｅｔａ电 位 负 值，有

利于染料在真丝纤维表面的吸附与反应，使真丝织

物Ｋ／Ｓ值增大。当色媒体用量为４～５ｇ／Ｌ时Ｋ／Ｓ
值达到最大，继续提高色媒体 用 量，织 物Ｋ／Ｓ值 反

而下降。这是由于色媒体与真丝纤维的反应有一定

的饱和值，过量的色媒体预聚物由于分子间会发生

聚合反应，形成色媒体大分子吸附在纤维表面不易

洗去，在染色过程中影响染料上染。因此，色媒体用

量以４ｇ／Ｌ为佳。

２．１．２　改 性 液ｐＨ 值 对 真 丝 染 色 织 物Ｋ／Ｓ值 的

影响

改变溶液的ｐＨ值（３、６、７、９、１０），在 色 媒 体 用

量４ｇ／Ｌ，温度７０℃，浴比１∶５０的条件下对真丝织

物改性处理４０ｍｉｎ，然后用活性红Ｌ－Ｓ染色，研究改

性液ｐＨ值对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结果如图２
所示。

图２　改性液ｐＨ值对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注：染色配方为活性红Ｌ－Ｓ　２％（ｏｗｆ），６０℃染色４０ｍｉｎ，浴比１∶５０

从图２和图５可知，ｐＨ值为３～７时，随着ｐＨ
值增大，Ｋ／Ｓ值 随 着 溶 液ｐＨ 值 的 增 大 而 增 大，在

ｐＨ值为７左右时达到最大值。这是因为ｐＨ 值小

于３左右时，改性真丝和色媒体均带正电荷，静电斥

力的作用使色媒体不易吸附到真丝纤维表面上，从

而真丝表面改性程度较低，不利于活性染料上染；当

ｐＨ值为３～７时，真丝表面与色媒体分子带异种电

荷，静电引力促使色媒体比较容易吸附到纤维上，并
与真丝纤维上的氨基和羟基反应，提高真丝的改性

程度，有 利 于 活 性 染 料 与 真 丝 吸 附 和 反 应。而 当

ｐＨ值大于８左右时，真丝织物的Ｋ／Ｓ值随着溶液

ｐＨ值的增大而减小。这可能是因为ｐＨ值较大时，
色媒体分子活性基团发生水解，失去了与纤维的结

合能力 所 致。故 改 性 溶 液ｐＨ 值 选 择７～８左 右

为宜。

２．１．３　改性温度对真丝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改 变 改 性 温 度（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在 色 媒

体 用 量４ｇ／Ｌ，ｐＨ值 为７，浴 比１∶５０的 条 件 下 对

织 物 改 性４０ｍｉｎ，然 后 用 活 性 红Ｌ－Ｓ染 色，探 究 改

性 温 度 对 真 丝 织 物 Ｋ／Ｓ值 的 影 响，结 果 如 图３
所 示。

图３　改性温度对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注：染色配方为活性红Ｌ－Ｓ　２％（ｏｗｆ），６０℃染色４０ｍｉｎ，浴比１∶５０

由图３可知，随 着 改 性 温 度 的 提 高，真 丝 织 物

的Ｋ／Ｓ值随之增大。这可能是因为改性 温 度 的 升

高有利于 色 媒 体 分 子 扩 散 进 入 真 丝 纤 维 内 部，并

与真丝纤 维 上 的 氨 基、羟 基 等 反 应 性 基 团 发 生 共

价键结合，增加真 丝 纤 维 的 改 性 程 度，有 利 于 染 料

与纤维反应。但当 改 性 温 度 达 到７０℃以 上 时，Ｋ／

Ｓ值趋于平衡。这是因为温度升高，色媒 体 分 子 的

热运动加 剧，色 媒 体 分 子 在 纤 维 上 的 吸 附 和 解 析

达到平衡状态，真 丝 纤 维 改 性 程 度 趋 于 恒 定，改 性

织物 Ｋ／Ｓ 值 趋 于 恒 定。因 此，取 改 性 温 度 为

７０℃。

２．１．４　改性时间对真丝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改变改性时间（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ｍｉｎ）在色媒体

用量４ｇ／Ｌ，ｐＨ值为７，改 性 温 度７０℃，浴 比１∶５０
的条件下对真丝织物改性，然后用活性红Ｌ－Ｓ染色，
探究改性 时 间 对 真 丝 织 物Ｋ／Ｓ值 的 影 响，结 果 如

图４所示。
由图４知，在改性温度７０℃的 条 件 下，随 着 改

性时间的 增 加，色 媒 体 分 子 在 真 丝 纤 维 上 的 吸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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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改性时间对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注：染色配方为活性红Ｌ－Ｓ　２％（ｏｗｆ），６０℃染色４０ｍｉｎ，浴比１∶５０

扩散逐渐增多，真丝纤维 改 性 程 度 增 加，改 性 织 物

染 色 后 的Ｋ／Ｓ值 不 断 增 大。但 当 改 性 处 理 时 间

超 过４０ｍｉｎ后，Ｋ／Ｓ值 随 改 性 时 间 的 增 加 变 化 趋

势 减 缓，这 是 由 于 此 时 色 媒 体 在 真 丝 织 物 上 的 吸

附 已 经 基 本 平 衡，随 着 时 间 的 继 续 延 长，对 改 性

效 果 提 高 不 明 显。故 取 合 适 的 改 性 时 间 为

４０ｍｉｎ。
综上所述，真丝织物较佳的色媒体改性工艺为：

色媒体用量４ｇ／Ｌ，改性处理液ｐＨ 值７～８，改性温

度７０℃，改性时间４０ｍｉｎ。

２．１．５　改性前后真丝织物的Ｚｅｔａ电位比较

将 真 丝 织 物 在 色 媒 体 用 量４ｇ／Ｌ，ｐＨ 值７，改

性 温 度７０℃的 条 件 下 改 性４０ｍｉｎ后 水 洗 晾 干，然

后 用 固 体 表 面Ｚｅｔａ电 位 分 析 仪 测 定 改 性 前 后 真

丝 纤 维 在 不 同 ｐＨ 值 的 Ｚｅｔａ电 位，结 果 如 图５
所 示。

图５　ｐＨ值对真丝纤维Ｚｅｔａ电位的影响

由图５可 知，真 丝 改 性 前，ｐＨ 值 在３～４时 处

于等电点；真丝色媒体改性后，等电点变为５ｍＶ左

右。这是由于真丝色媒体改性后增加了纤维的碱性

基团，使改性纤维的等电点提高。ｐＨ值小于３时，
改性真丝纤维和未改性纤维均带有正电荷，改性真

丝纤维因与色媒体反应后带有较多的正电荷而有较

高的Ｚｅｔａ电位。ｐＨ值大于６时，真丝 改 性 纤 维 和

未改性纤维均带有负电荷，改性真丝纤维的Ｚｅｔａ电

位负值有 所 降 低，但 改 性 纤 维 总 的 净 电 荷 仍 然 是

负值。

２．２　色媒体改性真丝织物的活性染料染色

２．２．１　元明粉用量对改性真丝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将 改 性 后 真 丝 织 物 用 活 性 红Ｌ－Ｓ在 不 加 入 纯

碱，７０℃浴 比１∶５０条 件 下 染 色４０ｍｉｎ，改 变 元

明 粉 用 量（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ｇ／Ｌ），探 究 元 明 粉 用

量 对 改 性 染 色 织 物 Ｋ／Ｓ 值 的 影 响，实 验 结 果

见 图６。

图６　元明粉用量对改性染色品Ｋ／Ｓ值的影响

由 图６知，改 性 真 丝 染 色 织 物 的Ｋ／Ｓ值 随 着

元 明 粉 用 量 的 增 加 而 增 加，结 合 图５可 知，当 不

加 纯 碱 即ｐＨ值 为７时，改 性 真 丝 纤 维 带 有 负 电

荷，与 阴 离 子 染 料 带 有 同 种 电 荷，纤 维 与 染 料 间

存 在 静 电 斥 力，元 明 粉 的 加 入 对 真 丝 的 染 色 起 促

染 作 用。

２．２．２　纯碱用量对改性真丝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将改性后真 丝 织 物 在 元 明 粉 用 量３０ｇ／Ｌ，改 变

纯碱用 量（０、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ｇ／Ｌ），浴 比１∶５０，

６０℃，染色４０ｍｉｎ，探究纯碱用量对改性染色织物的

Ｋ／Ｓ值影响，实验结果见图７。

由图７知，改性染色织物的Ｋ／Ｓ值随着纯碱用

量的增加而减小。这可能是由于纯碱用量的增加使

染液 的ｐＨ 值 增 大，改 性 纤 维 的Ｚｅｔａ电 位 负 值 增

加，纤维与染料分子间的静电斥力增大，不利于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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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纯碱用量对改性染色织物Ｋ／Ｓ值的影响

上染。且ｐＨ值的提 高，使 改 性 纤 维 上 的 色 媒 体 分

子活性基团易发生水解失活，与染料的结合能力下

降。故改性真丝织物活性染料染色可以在无碱的条

件下进行。

２．３　改性真丝织物的染色性能分析

将改性后真丝织物在活性红Ｌ－Ｓ　２％（ｏｗｆ），温

度６０℃，元明粉３０ｇ／Ｌ，浴比１∶５０无碱条件下染色

４０ｍｉｎ后皂煮、水洗、烘干，测得色牢度及Ｋ／Ｓ值如

表１所示。

表１　真丝织物改性前后的染色牢度及Ｋ／Ｓ值

工艺
摩擦牢度／级

干摩 湿摩

皂洗色牢度／级

原样变色 丝沾 棉沾
Ｋ／Ｓ值

新工艺 ３～４　３～４　 ４～５　 ４～５　４～５　 １７．６

常规工艺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１７．４

注：真丝活性染料染 色 常 规 工 艺 为 活 性 红Ｌ－Ｓ　２％（ｏｗｆ），６０℃染 色

４０ｍｉｎ，元明粉用量为４０ｇ／Ｌ，纯碱用量１ｇ／Ｌ，浴比１∶５０，升温曲线

同１．２．２（ｂ）。

　　由表１知，与常规工艺相比，采用新工艺染色的

真丝织物的 摩 擦 牢 度 较 低，但 皂 洗 牢 度 二 者 相 当。
新工艺元明粉用量为３０ｇ／Ｌ时染色织物的Ｋ／Ｓ值

与常规工艺元明粉４０ｇ／Ｌ时的Ｋ／Ｓ值相近，新工艺

可以降低常规盐用量的２５％，实现无碱低盐染色。

３　结　语

ａ）用色媒 体 对 真 丝 织 物 进 行 改 性 可 以 提 高 纤

维对活性染料的吸附性和反应性。

ｂ）色媒体对真丝织物改性的较佳工艺为：色媒

体用量４ｇ／Ｌ，改性 处 理 液ｐＨ 值７～８，温 度７０℃，
改性时间４０ｍｉｎ。

ｃ）真丝纤维色媒体改性前后的Ｚｅｔａ电位测定

表明，改性真丝 纤 维 的Ｚｅｔａ电 位 负 值 有 所 降 低，利

于活性染料上染。

ｄ）新工艺的摩擦牢度不及常规工艺，但皂洗牢

度相当。且新工艺可实现无碱低盐染色，节约元明

粉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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