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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硅型氧漂稳定剂ＤＭ－１４０４的性能及应用

陈辉丰，周秋宝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研究了非硅型氧漂稳定剂ＤＭ－１４０４的耐碱性、防污垢性及对 双 氧 水 的 稳 定 作 用，并 试 验 了 稳 定

剂ＤＭ－１４０４在棉织物浸漂、冷轧堆、汽蒸工艺中的应用效果，并与硅酸钠作了比较。结果表明，该双氧水稳定

剂对双氧水有良好的稳定作用，防污垢能力优于硅酸钠，能使织物获得较好的白度、毛效和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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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为了使双氧水在漂白过程中均匀、有效地

分解，避免织物遭受剧烈损伤，在漂液中需要加入稳

定剂，传统采用硅酸钠作为稳定剂，由于漂白产品手

感粗硬，生产设备导辊易积硅垢，影响产品性能，设

备清洁困难。近年来非硅型稳定剂在氧漂中的应用

显其优势，使用其它无机或有机化合物代替硅酸钠

作双氧水稳定剂有了大量研究［１－２］。本 实 验 中 采 用

的非硅酸盐系双氧水漂白稳定剂ＤＭ－１４０４，属阴离

子表面活性 剂，是 特 殊 大 分 子 聚 合 物，是 集 胶 团 吸

附，分子间及分子内螯合性能于一体的高效稳定剂，
耐碱稳定性好，适用于高浓碱工艺。适用于棉麻及

混纺织物的双氧水漂白，使用浸渍法，轧蒸法和冷轧

堆氧漂工艺。漂白后织物白度高，强度损伤小。并

与硅酸钠进行了比较，对其性能进行了评价。

１　实　验

１．１　材　料

材料：６５／３５棉／粘布，１３０ｇ／ｍ２；纯棉布，１６０ｇ／ｍ２。

仪器：ＳＨＺ－８８Ａ数 显 水 浴 恒 温 振 荡 器（常 州 国

华电器有限公司），ＹＧ０６５Ｈ－２５０１ＰＣ电子织物强力

机（山东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司），轻便ＳＣ－８０色

彩色差计（北 京 康 光 仪 器 有 限 公 司），ＳＦ６００Ｘ测 色

光谱仪（美 国 ＤａｔａＣｏｌｏｕｒ公 司），ＰＡＯ空 压 气 膜 立

式强力压染试验机（台湾瑞比染色试机有限公司）。
试剂：稳 定 剂ＤＭ－１４０４、耐 碱 渗 透 剂ＤＭ－１２２８

（德美化工有限 公 司）、泡 花 碱（４０波 美 度）、双 氧 水

（３０％）、氢氧化钠、硫酸、高锰酸钾、硫酸铜、氯化铁、
硫酸锰（均为分析纯）。

１．２　测试方法

ａ）双氧水分解率的测定：取５ｍＬ双氧水漂液于

１００ｍＬ三角瓶中，加入１０ｍＬ水，加入３Ｍ硫酸溶液

２０ｍＬ，然后用０．１ｍｏｌ／Ｌ高 锰 酸 钾 标 准 溶 液 滴 定，
当溶液由无色变为微红色时（半分钟红色不消失）即
为终点，记下高锰酸钾毫升数。

双氧水分解率（％）＝（Ｖ１－Ｖ２）／Ｖ１×１００
式中：Ｖ１—原液消耗ＫＭｎＯ４ 标准溶液，ｍＬ；

Ｖ２—残液消耗ＫＭｎＯ４ 标准溶液，ｍＬ。

ｂ）颜色测试：用白度仪测定织物白度 Ｗｒ，测色

配色仪测定表观深度Ｋ／Ｓ值。

ｃ）强力 和 拉 伸 性 能 测 定：采 用 ＧＢ／Ｔ３９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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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纺织品织物拉伸性能　断裂强度和断裂延伸

度条样法》测定。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耐碱性能

分别称 取 试 样２ｇ和５ｇ氧 漂 稳 定 剂 各 溶 解 于

４ｇ／Ｌ的无水Ｎａ２Ｃ０３ 和２ｇ／Ｌ的 ＮａＯＨ 溶 液 中，配

制成ａ、ａ１、ｂ、ｂ１ 四组溶液，分别置于２５０ｍＬ圆底烧

瓶中，观察溶液的外观，然后加热至沸腾，进行回流，
从回流开始记时于６０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共目测二次溶液

外观，停止加热，放置过夜，次日 目 测 一 次［３］。测 试

结果见表１。

表１　耐碱性能

稳定剂及用量
ＤＭ－１４０４

８ｇ／Ｌ　 ２０ｇ／Ｌ

Ｎａ２ＳｉＯ３
８ｇ／Ｌ　 ２０ｇ／Ｌ

６０ｍｉｎ
Ｎａ２ＣＯ３ 乳白色溶液 溶液完全澄清 浑浊无絮状物 乳白色溶液

ＮａＯＨ 有絮状物 乳白色溶液 有絮状物 有絮状物

１２０ｍｉｎ
Ｎａ２ＣＯ３ 浑浊无絮状物 溶液完全澄清 浑浊无絮状物 浑浊无絮状物

ＮａＯＨ 有絮状物 乳白色溶液 有絮状物 有絮状物

　　表１中，两种稳定剂经４ｇ／Ｌ的无水Ｎａ２ＣＯ３ 混

合试验后，稳定剂用量高，耐碱性可以达到最好，溶

液基本呈澄清液，稍显乳白色状。而２ｇ／ＬＮａＯＨ溶

液中，稳定剂ＤＭ－１４０４较 硅 酸 钠 耐 碱 性 好，硅 酸 钠

与氢氧化钠的混合液有絮状物析出，溶液呈混浊状，
耐碱性较差。实验条件下，两种稳定剂与碱剂的混

合时间对 其 影 响 较 小。ＤＭ－１４０４稳 定 剂 的 耐 碱 性

较硅酸钠好。

２．２　防污垢性能

将漂白试验液 Ｈ２Ｏ２（３０％）４０ｍＬ／Ｌ；ＮａＯＨ４ｇ／Ｌ；
稳定剂２０ｇ／Ｌ；精炼剂１ｇ／Ｌ，共１５０ｍＬ，加入２５０ｍＬ
具塞锥形瓶中，加入８ｇ棉坯布１块和干燥不锈钢片

（规格直径２０ｍｍ），塞紧瓶塞，在７０℃的恒温烘箱中

放置６ｈ后取出，将烧瓶和不锈钢板经水洗、蒸馏水

洗后，烘干［３］。实验结果，观察不锈钢板表面结垢程

度。硅酸 钠 作 稳 定 剂 的 试 样ＣＩＥ白 度７０％，毛 效

１３ｃｍ，玻璃杯 内 侧 及 钢 板 表 面 有 明 显 的 污 垢；ＤＭ－
１４０４漂白试样白度与硅酸钠漂白样相 同，为７０％，
毛效１４ｃｍ，而玻璃杯内侧及不锈钢表面较清洁。显

然，非硅稳定剂ＤＭ－１４０４优 于 水 玻 璃，加 工 设 备 不

会结垢。

２．３　稳定剂用量对双氧水分解率影响

实验条件：稳定剂ＤＭ－１４０４用量：０、１、２、３、４ｇ／Ｌ，
硅酸钠４ｇ／Ｌ，工作温度９０℃，Ｈ２Ｏ２２０ｇ／Ｌ；ＮａＯＨ２．
５ｇ／Ｌ。测定随 时 间 变 化 Ｈ２Ｏ２ 的 分 解 率。实 验 结

果如图１。
由图１看，随稳定剂ＤＭ－１４０４用量 增 加，双 氧

水的分解率也逐渐降低，不加稳定剂的漂白液中双

氧水分解率为最高，添加不同浓度稳定剂的漂液中

图１　稳定剂用量与双氧水分解率关系

双氧水分解速率基本一致，４ｇ／ＬＤＭ－１４０４的稳定效

果接近同一浓度硅酸钠，而且漂白织物手感较硅酸

钠试样柔滑。

２．４　对金属离子的稳定作用

选用Ｆｅ３＋、Ｃｕ２＋、Ｍｎ２＋３种一定浓度的金属离

子，分别加入双氧水漂白液中，试验金属离子影响漂

白过程中双氧水的分解率变化，比较两种稳定剂分

别在漂白液中所起的稳定效果，用织物白度和双氧

水分解率变化进行评价［４－５］，结果如表２、表３。

表２　漂白过程中的白度值（％）

金属离子 稳定剂
温度／℃×时间／ｍｉｎ

５０×１０　７０×１０　８０×１０　９０×２０　９０×４０

Ｆｅ３＋

（２ｍｇ／ｋｇ）

ＤＭ－１４０４　７２．２１　７５．０３　７７．２３　７９．５０　 ８１．８０

Ｎａ２ＳｉＯ３ ７２．２７　７４．９０　７７．９０　８１．９７　 ８４．６７

Ｃｕ２＋

（０．２ｍｇ／ｋｇ）

ＤＭ－１４０４　７２．２７　７５．３９　７９．５９　８３．０７　 ８４．８０

Ｎａ２ＳｉＯ３ ７２．５１　７５．３４　７８．８６　８２．５３　 ８４．４８

Ｍｎ２＋

（２ｍｇ／ｋｇ）

ＤＭ－１４０４　７３．７２　７５．３４　７６．３９　７７．５０　 ７７．９０

Ｎａ２ＳｉＯ３ ７４．６７　７６．５４　７７．１８　７６．９０　 ７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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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金属离子对双氧水催化分解率（％）

金属离子 稳定剂
温度／℃×时间／ｍｉｎ

５０×１０　７０×１０　８０×１０　９０×２０　９０×４０

Ｆｅ３＋

（２ｍｇ／ｋｇ）

ＤＭ－１４０４　４．６０　２０．８０　 ６３　 ９２．３０　 ９６．９２

Ｎａ２ＳｉＯ３ ２．２７　１５．９１　２３．４８　４５．１０　 ７１．９７

Ｃｕ２＋

（０．２ｍｇ／ｋｇ）

ＤＭ－１４０４　３．１０　１７．６９　３８．４６　７２．３０　 ９５．４０

Ｎａ２ＳｉＯ３ ３．８０　 ９．２０　１７．７０　３６．１５　 ５７．７０

Ｍｎ２＋

（２ｍｇ／ｋｇ）

ＤＭ－１４０４　３９．８５　８１．２０　９７．７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Ｎａ２ＳｉＯ３ ２７．９０　８８．４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从表２、表３看，随 漂 白 温 度 升 高 和 时 间 的 延

长，Ｃｕ２＋ 催 化 双 氧 水 分 解 率 较 低，Ｆｅ３＋ 其 次，而

Ｍｎ２＋ 促使 双 氧 水 分 解 速 率 最 高，升 温 至７０℃时，

８０％以上的双氧水均已分解，至８０℃时 已 有１００％
分解，其 中 稳 定 剂 ＤＭ－１４０４稳 定 效 果 稍 好 于 硅 酸

钠。随漂白时间延长，织物白度也提高，含 Ｍｎ２＋ 催

化双氧水无效分解最明显，而白度值最低。因此，双
氧水漂白棉织物的工艺中，含金属离子的双氧水漂

白液中，控制双氧水分解不仅避免织物产生破洞，也
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其白度。

２．５　在漂白中的应用

实验采用浸漂工艺方法，漂白棉／粘布，分析稳定

剂用量与织物白度、强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４。

表４　浸漂法加工棉／粘布的白度与强力

稳定剂用

量／（ｇ／Ｌ）
白度／％

ＤＭ－１４０４ 硅酸钠

强力／Ｎ

ＤＭ－１４０４ 硅酸钠

１　 ８１　 ８２　 ５７４　 ５７９

２　 ８１　 ８２　 ５６８　 ５７４

３　 ８２　 ８２　 ６０４　 ５８６

４　 ８１　 ８１　 ５８７　 ５９０

５　 ８１　 ８１　 ５７２　 ５８６

注：坯布白度７４，浸漂工艺：ＪＦＣ０．５ｇ／Ｌ，Ｈ２Ｏ２２ｇ／Ｌ，稳定剂ｘｇ／Ｌ

由表４可知，随着稳定剂用量的改变，白度均大

于８０％，强力无 明 显 的 损 伤。结 果 显 示，在 实 验 条

件下，稳定剂类型、用量对强力与白度的改变较小。
另外，采用双氧水冷轧堆与轧蒸漂白工艺，在应

用不 同 稳 定 剂 的 漂 白 中，测 试 棉 布 与 棉／粘 布 的 白

度，强力与染色性能，结果见表５。

表５　加工工艺与织物性能

种类
毛效／ｃｍ

冷轧堆 轧蒸

白度／％

冷轧堆 轧蒸

强力／Ｎ

冷轧堆 轧蒸

Ｋ／Ｓ
染色浓度０．５％

冷轧堆 轧蒸

染色浓度３％
冷轧堆 轧蒸

Ｎａ２ＳｉＯ３
棉／粘 １１．５　 １２．５　 ７５　 ６４　 ５５１　 ５６８　 ２．６３　 ２．７０　 ８．７２　 ８．３８

棉 ５．５　 ５．０　 ７０　 ６６　 ４９１　 ４８２　 ２．４２　 ３．２８　 １１．２３　 ９．９６

ＤＭ－１４０４
棉／粘 １２．５　 １３．５　 ７６　 ６３　 ５３５　 ５７４　 ２．６６　 ２．７１　 ９．０２　 １１．４０

棉 ８　 ９．３　 ７１　 ６７　 ４８２　 ５０８　 ２．５１　 ３．３４　 １１．４０　 １０．０２

注：冷轧堆工艺：ＮａＯＨ２０ｇ／Ｌ，Ｈ２Ｏ２（３０％）４０ｍＬ／Ｌ，稳定剂６ｇ／Ｌ，耐碱渗透剂ＤＭ－１２２８　４ｇ／Ｌ，轧余率８０％，堆置２２ｈ（室温１～１２℃），热水洗，

冷水洗，晾干。轧蒸工艺：ＮａＯＨ２０ｇ／Ｌ，Ｈ２Ｏ２（３０％）１０ｍＬ／Ｌ，稳定剂６ｇ／Ｌ，耐碱渗透剂ＤＭ－１２２８　４ｇ／Ｌ，轧余率８０％，汽蒸１００℃，３０～４０ｍｉｎ。

　　表５中，棉 布 与 棉／粘 布，毛 效 值 稳 定 剂 ＤＭ－
１４０４较 硅 酸 钠 高，染 色 深 度 Ｋ／Ｓ值，稳 定 剂 ＤＭ－
１４０４漂白的试样高于硅酸钠的试样，这与漂白处理

时纤维的渗透性有一定关系。另外，白度和强力同

浸漂工艺结果类似，与稳定剂没有相关性。表明试

验条件范围内，氧漂稳定剂对白度、强力影响较小，
而与渗透性和染深性有一定关系。

３　结　论

ａ）ＤＭ－１４０４稳 定 剂 的 耐 碱 稳 定 性 能 要 好 于 硅

酸钠，漂白后仪器设备较清洁，不积污垢；

ｂ）相同用量的硅酸 钠 与ＤＭ－１４０４对 双 氧 水 的

稳定效果相近；

ｃ）双氧水漂白采用不同工艺时，白 度 和 强 力 与

试验稳定剂种类无关，稳定剂会影响纤维的渗透性

与染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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