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年 ７月·第 ４６卷·第 ７期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上海纺织科技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７，２０１８ 经验交流

石榴皮染料对欧根纱染色工业化生产探索

孙爱华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新型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 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１６４）

摘　 要： 以天然植物石榴皮染料为原料，对蚕丝欧根纱的染色工艺进行探索，通过比较 ５ 种染色法，确立大生产采用三步法染

色工艺。 改性工艺为：浴比 １ ∶ ４０，改性剂质量分数 １０％（ｏｍｆ），ｐＨ ７，升温至 ８５℃，保温 ３０ ｍｉｎ，清水洗涤 ２ 次。 染色

工艺为：浴比 １ ∶ ４０，秋香黄染料质量分数为 ４％（ｏｍｆ），纯碱质量浓度 ０．５ ｇ ／ Ｌ，ｐＨ ７～８，升温至 ８５℃，保温 ３０ ｍｉｎ，清水

洗涤。 皂洗过程工艺为：浴比为 １ ∶ ４０，中性皂洗剂质量浓度 １ ｇ ／ Ｌ，升温至 ６０℃，皂洗 １０ ｍｉｎ，水洗。 三步法工艺的实

验室小样与工业化大样生产同效，重现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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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染料以其来源广、无毒害、污染少等优良

特性受到人们的青睐［１－２］。 秋香黄天然植物染料是由

石榴皮浸渍、提取、烘干而成的灰褐色粉状染料，主要

活性成分为多酚类物质，其中安石榴甙是石榴皮中天

然黄色素的主要成分［３］，具有抗菌和抗氧化的功效，
可改善人体消化系统［４］。 目前大部分学者对石榴皮

的染色研究尚处于实验室阶段，如贾维妮等人［５］ 采用

水煮法提取天然石榴皮中的染料色素，测定染色后蚕

丝织物具有很好的干摩擦色牢度，低温时耐水洗色牢

度较好且具有一定的抗菌性。 张晓等人［６］ 采用直接

水煮法提取石榴皮色素，将其色素染液用于蚕丝织物

的染色，结果表明石榴皮色素对蚕丝具有一定的上染

性，通过添加媒染剂可以提高其得色深度和染色牢度，
不同的媒染剂采用的媒染方法不同，其染色结果有较

大的差异。 杨可盈等人［４，７］ 采用芬顿试剂对羊毛纤维

进行前处理，使用媒染剂丰富石榴皮染料的色相，上染

率、染料的明度和彩度得到提高 。 陈欣子等人［８－９］ 对

毛织物直接利用石榴皮染料染色，皂洗牢度、摩擦色牢

度和升华牢度均达 ４ 级以上。 张芳芳［１０］ 用石榴皮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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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染棉针织物，色牢度达 ３ 级以上。
本文首先对蚕丝欧根纱进行小型染色试验，在获

得较好的皂洗牢度、耐摩擦色牢度和耐汗渍色牢度的

基础上，对蚕丝欧根纱服装进行大型的染色实践。 试

验结果表明，天然植物染料秋香黄对蚕丝欧根纱的成

衣批量染色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材料、试剂及仪器

材料：蚕丝欧根纱（广州市珠海区丰纺织布行）。
试剂：秋香黄天然植物染料（常州美胜生物材料

公司，工业级），纯碱（沧州洪良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工
业级），改性剂 ＢＳ（常州美胜生物材料公司，工业级），
中性皂洗剂（常州美胜生物材料公司，工业级）。

仪器：Ｙ５７１ 型摩擦牢度测试仪（常州市双固纺织

仪器有限公司），ＳＷ－２４Ａ 型耐洗色牢度测试仪（常州

市华纺纺织仪器有限公司），ＹＧＢ ６１１－Ⅲ型日晒气候

色牢度仪（温州大荣纺织仪器有限公司），圣洁 ＣＹ－５０
ｋｇ 型成衣染色机（江苏祥盛洗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２　 染色方法

１．２．１　 三步染色法

１．２．１．１　 改性工艺

将蚕丝欧根纱用水浸湿，然后投入浴比为 １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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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剂质量分数为 １０％，ｐＨ 为 ７ 的溶液中，升温至

８５℃，保温 ３０ ｍｉｎ，用清水洗涤 ２ 次，改性工艺见图 １。

图 １　 蚕丝欧根纱的改性工艺曲线

１．２．１．２　 染色和皂洗工艺

将改性欧根纱投入浴比为 １ ∶ ４０，秋香黄染料质

量分数为 ４％（ｏｍｆ），纯碱质量浓度 ０．５ ｇ ／ Ｌ， ｐＨ 为 ７～
８ 的溶液中，升温至 ８５℃，保温 ３０ ｍｉｎ，用清水洗涤；再
投入浴比 １ ∶ ４０，中性皂洗剂的质量浓度为 １ ｇ ／ Ｌ 的水

中；升温至 ６０ ℃，皂洗 １０ ｍｉｎ，水洗，自然晾干。 染色

工艺曲线见图 ２。

图 ２　 蚕丝欧根纱的染色工艺曲线

１．２．２　 直接染色

将蚕丝欧根纱于常温水浴中浸泡 ５ ｍｉｎ 后，投入

一定浴比、浓度、温度及 ｐＨ 的染液中；以 ２℃ ／ ｍｉｎ 速

率升温至一定温度后染色一定时间，然后以 ２℃ ／ ｍｉｎ
速率降至常温；取出织物，放入中性皂洗剂质量浓度为

１ ｇ ／ Ｌ 的水中，升温至 ６０℃，皂洗 １０ ｍｉｎ，水洗，自然

晾干。
１．２．３　 预媒染

将蚕丝欧根纱于常温水浴中浸泡 ５ ｍｉｎ 后，投入

２．０ ｇ ／ Ｌ 的明矾溶液中，浴比为 １ ∶ ４０，温度 ７０℃，振荡

３０ ｍｉｎ，水洗；再投入一定浴比、植物染料浓度、温度及

ｐＨ 的染液中；以 ２ Ｋ ／ ｍｉｎ 速率升温至一定温度后染色

一定时间，然后以 ２ Ｋ ／ ｍｉｎ 速率降至常温；取出织物，
放入质量浓度为 １ ｇ ／ Ｌ 的中性皂洗剂中，升温至 ６０℃，
皂洗 １０ ｍｉｎ，水洗，自然晾干。
１．２．４　 同浴媒染

将蚕丝欧根纱于常温水浴中浸泡 ５ ｍｉｎ 后，投入

２．０ ｇ ／ Ｌ 的明矾溶液中，再投入一定浴比、植物染料浓

度、温度及 ｐＨ 的染液中；以 ２ Ｋ ／ ｍｉｎ 速率升温至一定

温度后染色一定时间，然后以 ２ Ｋ ／ ｍｉｎ 速率降至常温；

取出织物，放入中性皂洗剂质量浓度为 １ ｇ ／ Ｌ 的水中，
升温至 ６０℃，皂洗 １０ ｍｉｎ，水洗，自然晾干。
１．２．５　 后媒染

将蚕丝欧根纱于常温水浴中浸泡 ５ ｍｉｎ 后，投入

一定浴比、浓度、温度及 ｐＨ 的染液中；以２ Ｋ ／ ｍｉｎ的速

率升温至一定温度后染色一定时间，然后以 ２ Ｋ ／ ｍｉｎ
的速率降至常温；取出织物，水洗，再把织物投入含有

２．０ ｇ ／ Ｌ 的明矾溶液中，浴比为 １ ∶ ４０，温度 ７０℃，振荡

３０ ｍｉｎ，水洗，烘干，测试。
１．３　 染色牢度测定

织物耐摩色牢度测试评定参照 ＧＢ ／ Ｔ ２５１—２００８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织物耐皂

洗色牢度的测定参照 ＧＢ ／ Ｔ ２５０—２００８《纺织品 色牢

度试验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织物耐日晒色牢度参

照 ＧＢ ／ Ｔ ８４２６—１９９８《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光色牢

度》测定，采用 ＳＦ６００ 型电脑测色仪按规定测试纺织

品特征值和色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５ 种不同染色法色差比较

对蚕丝欧根纱按 １．２ 的 ５ 种染色方法在实验室进

行染色试验，测得染色织物的色牢度、色差特征值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染色方法的织物染色性能比较

染色方法 干摩擦
色牢度 ／ 级

湿摩擦
色牢度 ／ 级 Ｋ ／ Ｓ 色差 颜色

直接染色 ３～４ ２～３ ６．２３ ０．７４ 黄棕色

预媒染 ３～４ ２～３ ６．５２ ０．５２ 黄绿色

同浴媒染 ３～４ ２～３ ６．８８ ０．４３ 亮黄色

后媒染 ４～５ ２～３ ５．７５ ０．４９ 黄棕色

三步染色法 ４～５ ２～３ ７．０３ ０．２３ 黄棕色

从表 １ 可以看出，５ 种染色方法的湿摩擦色牢度

均为 ２～３ 级，无差别；后媒染和三步染色法的干摩擦

色牢度最好，达到 ４～ ５ 级；色深（染色特征值）从大到

小的顺序依次为三步染色法＞同浴媒染＞预媒染＞直接

染色＞后媒染；色差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为三步染色

法＞同浴媒染＞后媒染＞预媒染＞直接染色；颜色为符合

客户要求的黄棕色。 综上的结果，三步染色法为最佳

选择，所以后续批量染色选用三步染色法。
２．２　 织物小样与大样实物图

采用 １．２ 的三步染色法对蚕丝欧根纱织物进行小

样和大样染色，染色结果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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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秋香黄染色蚕丝欧根纱织物小样与大样实物图

２．３　 小样和大样织物的色牢度比较

采用 １．２ 三步染色法对蚕丝欧根纱织物进行染

色，改进后的工艺符合工业化生产的要求，染色织物的

各项色牢度指标见表 ２。
　 　 　 　 　 　 　 表 ２　 染色织物的色牢度值　 　 　 　 　 　 　 级

染色方法 小样染色 工业染色

耐皂洗色牢度

原样褪色 ３～４ ３～４

白沾
蚕丝 ４ ４

棉 ４～５ ４～５

耐摩擦色牢度
干摩 ４～５ ４～５

湿摩 ２～３ ２～３

耐光色牢度 ／ 级 ３～４ ３～４

耐皂洗色牢度

原样褪色 ３～４ ３～４

白沾
蚕丝 ３～４ ３～４

棉 ３～４ ３～４

由表 ２ 可以看出，石榴皮植物染料秋香黄对蚕丝

欧根纱的耐皂洗色牢度可以达到 ３～４ 级，蚕丝白沾色

牢度可以达到 ４ 级，棉布白沾色牢度可以达到 ４ ～ ５
级，耐干摩擦色牢度可以达到 ４ ～ ５ 级，耐汗渍色牢度

可以达到 ３～４ 级，蚕丝和棉布汗渍白沾色牢度可以达

到 ３～４ 级。 从试验结果可知，工艺改进后，织物各项

色牢度指标均符合工业生产的要求，首次实现了石榴

皮染料的工业化生产，打破了植物染料的研究局限于

小型实验室的局面。

３　 结　 语
（１）蚕丝欧根纱织物三步法染色工艺包括 ３ 个过

程。 改性过程工艺为：浴比 １ ∶ ４０，改性剂质量分数

１０％（ｏｍｆ），ｐＨ ７，升温至 ８５℃，保温 ３０ ｍｉｎ，清水洗涤

２ 次。 染色过程工艺为：浴比 １ ∶ ４０，秋香黄染料质量

分数为 ４％（ｏｍｆ），纯碱质量浓度 ０．５ ｇ ／ Ｌ，ｐＨ ７ ～ ８，升
温至 ８５℃，保温 ３０ ｍｉｎ，清水洗涤。 皂洗过程工艺为：
浴比 １ ∶ ４０，中性皂洗剂质量浓度 １ ｇ ／ Ｌ，保温 ６０℃，皂
洗 １０ ｍｉｎ，水洗。

（２）秋香黄植物染料大小样变化小，重现性好，在
对小样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工业化生产中的不利因素

及可操作性。
（３）工业染色成衣机大生产时，由于蚕丝欧根纱

在染浴中比较软，易黏结在一起造成打结而染花，所以

浴比要适当放大。
（４）蚕丝欧根纱在染浴中较软，但烘干后较硬，易

造成擦伤，所以染色脱水后烘干要特别注意避免擦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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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对服装整体热防护性的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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