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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醇和氯化钠用于涤 ／ 粘交织物碱减量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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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使涤 ／粘交织物具有良好的手感，研究了氢氧化钠、苯甲醇和氯化钠用量，以及碱减量处理温度和时间对涤 ／粘织

物碱减量效果的影响，测试了织物的减量率、强力和形貌。 研究结果表明：在涤 ／粘织物碱减量处理过程中加入适量

的苯甲醇和氯化钠可减少氢氧化钠的用量；当处理温度到达涤 ／粘织物中涤纶的玻璃化温度时，减量率随着处理温度

的升高和处理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经碱减量处理后的涤 ／粘织物强力有所下降，涤纶表面出现明显的侵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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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追求服饰的款式，更注

重其舒适性，蚕丝面料因色彩鲜艳饱满，轻盈飘逸，舒
适感极佳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面料。 但是丝绸的

加工成本较高，因此仿制桑蚕丝产品成为当今的发展

趋势［１－３］。 涤纶仿桑蚕丝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

丝绸般手感，然而涤纶面料吸湿性差，易起静电，且不

易染色，因此无法满足人们对面料舒适性的要求。 粘

胶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服用舒适性［４］，将涤纶与粘胶

交织混纺，既弥补了各自的缺点，又兼具了两种纤维的

特性，服用性能较好［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发的涤 ／粘
（Ｔ ／ Ｒ）交织里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西服衬里，它不仅

具有涤纶耐穿、尺寸稳定性好、挺括等优点［６－７］，而且

弥补了粘胶纤维易起皱、湿强低的缺点，穿着舒适，具
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为了使涤 ／粘织物具有良好的手感和光泽，本文根

据涤 ／粘织物的自身特性，将织物的减量率控制在

１０％左右，探究了苯甲醇和氯化钠在碱减量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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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涤 ／粘织物的影响，通过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找到

满足碱减量目的的工艺条件，并对处理后织物进行了

性能的测定和分析。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与仪器

织物：５２ ／ ４８ 涤 ／粘交织物（经向为涤纶长丝，纬向

为粘胶长丝）。
化学品：氢氧化钠、氯化钠、苯甲醇 （均为化学

纯）。
仪器：ＲＣ－ＩＲ２４Ｓ 型红外线高温染色机（上海一派

印染技术有限公司）、ＲＣ－９Ｘ 型自动定型烘箱（上海一

派印染技术有限公司）、ＪＡ２００３Ｎ 型电子分析天平（上
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ＹＧ０６５Ｈ 型电子织物强力

仪（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司）、Ｑｕａｎｔａ２５０ 型扫描电

子显微镜（捷克 ＦＥＩ 公司）。
１．２　 碱减量处理工艺

涤 ／粘织物 ２ ｇ，浴比 １ ∶ ５０，氢氧化钠ｘ ｇ ／ Ｌ，苯甲

醇 ｙ ｍｌ ／ Ｌ，ＮａＣｌ ｚ ｇ ／ Ｌ，室温下投入处理液，以 ２ Ｋ ／ ｍｉｎ
的速率升温至 Ｔ℃，保温 ｔ ｍｉｎ，再以３ Ｋ ／ ｍｉｎ的速率降

温至 ７０℃，充分水洗，烘干。
１．３　 测试方法

１．３．１　 减量率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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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碱减量处理后的织物洗净称重，在 １０５℃ 的烘

箱中烘干至质量不再变化，烘干冷却后对织物称重并

记录，按式（１）计算减量率。
减量率＝

碱减量前织物绝对干重－碱减量后织物绝对干重
碱减量前织物绝对干重

×

１００％ （１）
１．３．２　 断裂强力测试

将处理后的涤 ／粘交织物剪成有效宽度为 ５ ｃｍ、
长约 ３０ ｃｍ 的长布条两块，织物的强力测定依据为

ＧＢ ／ Ｔ ３９２３．１—２０１３《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 １ 部分：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条样法》。
１．３．３　 ＳＥＭ 测试

在 １５．００ ｋＶ 的加速电压下，将粘有干燥布样的样

品台在抽真空的状态下放入离子溅射仪中镀金，在扫

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镀金后布样的微观特征。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氢氧化钠浓度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涤 ／粘织物在浴比为 １ ∶ ５０ 的条件下，加入不同质

量浓度的氢氧化钠，室温下投入处理液，以 ２ Ｋ ／ ｍｉｎ 的

速率升温至 １００℃，保温 ６０ ｍｉｎ，探究不同质量浓度的

氢氧化钠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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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氢氧化钠质量浓度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如图 １ 所示，随着氢氧化钠质量浓度增大，减量率

越来越高。 这是因为随着氢氧化钠质量浓度的上升，
处理液中 ＯＨ－ 的浓度增加，所以 ＯＨ－ 更容易进攻涤 ／
粘织物上涤纶组分的酯键，从而对涤纶进行水解。 同

时随着氢氧化钠质量浓度的上升，减量率增加速率加

快，这是因为涤纶表面出现了刻蚀现象，涤纶的比表面

积增大，从而使涤纶单位面积上的 ＯＨ－ 数目变多，增
加了聚酯的水解速率。 为了使涤 ／粘织物具有良好的

悬垂性、吸湿性和光泽、手感，而又不对纤维造成过大

的损害，本试验的减量率控制在 １０％左右。
２．２　 苯甲醇用量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单独采用氢氧化钠对涤 ／粘交织物进行碱减量加

工，至少需要 ３０ ｇ ／ Ｌ 的氢氧化钠溶液，容易造成粘胶

的损伤，故考虑在碱减量体系中加入苯甲醇降低氢氧

化钠用量。 将涤 ／粘织物在浴比为 １ ∶ ５０，氢氧化钠质

量浓度 １０ ｇ ／ Ｌ 或 １５ ｇ ／ Ｌ 的条件下加入不同用量的苯

甲醇，室温下投入处理液，以 ２ Ｋ ／ ｍｉｎ 的速率升温至

１００℃，保温 ６０ ｍｉｎ，探究不同用量的苯甲醇对涤 ／粘织

物减量率的影响，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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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苯甲醇用量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由图 ２ 可知，苯甲醇能提高涤 ／粘织物中涤纶的减

量率，且减量率的增长速度随着苯甲醇用量的上升而

越来越快。 这是因为苯甲醇对涤 ／粘织物中的涤纶具

有增塑和溶胀作用，增大了涤纶的表面积，促进了涤纶

的大分子运动，使涤纶更容易受到进攻；此外苯甲醇还

能够降低涤纶的玻璃化温度，加快涤纶的水解反应。
２．３　 氯化钠用量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由上文可知，采用氢氧化钠和苯甲醇用于涤 ／粘交

织物的碱减量加工，需要 １０ ｇ ／ Ｌ 氢氧化钠、６０ ｍＬ ／ Ｌ
苯甲醇或 １５ ｇ ／ Ｌ 氢氧化钠、４５ ｍＬ ／ Ｌ 苯甲醇，为了进

一步降低氢氧化钠用量，考虑在上述体系中加入氯化

钠。 将涤 ／粘织物在浴比为 １ ∶ ５０，氢氧化钠质量浓度

５ ｇ ／ Ｌ 或 １０ ｇ ／ Ｌ，苯甲醇用量 ３０ ｍＬ ／ Ｌ 或 ４５ ｍＬ ／ Ｌ 的

条件下，加入不同用量的氯化钠，室温下投入处理液，
以 ２ Ｋ ／ ｍｉｎ 的速率升温至 １００℃，保温 ６０ ｍｉｎ，探究氯

化钠质量浓度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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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氯化钠质量浓度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效果的影响

由图 ３ 可知，氯化钠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提高具

有促进作用，且随着氯化钠质量浓度的提高，减量率增

长速率加快。 这是因为氯化钠能够促进 ＯＨ－ 被吸附

到涤 ／粘织物表面，增加涤纶表面 ＯＨ－的浓度，加快了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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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Ｈ－对涤纶的水解，且在一定程度内氯化钠质量浓度

越大越有利于水解反应的进行。
２．４　 处理温度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涤 ／粘织物在浴比为 １ ∶ ５０，氢氧化钠 ５ ｇ ／ Ｌ，苯甲

醇 ３０ ｍＬ ／ Ｌ 或 ４５ ｍＬ ／ Ｌ，氯化钠 ３０ ｇ ／ Ｌ 的条件下，室
温下投入处理液，以 ２ Ｋ ／ ｍｉｎ 的速率升温至 Ｔ℃，保温

６０ ｍｉｎ，探究处理温度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见
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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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处理温度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由图 ４ 可知，处理温度在 ７０℃和 ８０℃时减量率较

低，是因为处理温度低于涤 ／粘织物中涤纶的玻璃化温

度，聚酯水解反应速率较低。 随着碱减量温度的升高，
反应温度越来越接近或超过涤纶的玻璃化温度，聚酯

纤维膨化，ＯＨ－的动能增加，使 ＯＨ－更容易与聚酯发生

水解反应，反应更加剧烈，提高了反应的水解速率。 从

图 ４ 可知，苯甲醇的用量也与涤 ／粘织物的减量率有

关，且温度越高，苯甲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这是因为

温度的上升会使苯甲醇的动能增大，使涤纶更容易膨

化，在相同温度下苯甲醇用量为 ４５ ｍＬ ／ Ｌ 时的减量率

大于 ３０ ｍＬ ／ Ｌ，说明苯甲醇能降低涤 ／粘织物的玻璃化

温度，使反应更容易进行。
２．５　 处理时间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涤 ／粘织物在浴比为 １ ∶ ５０，氢氧化钠 ５ ｇ ／ Ｌ，苯甲

醇 ４５ ｍＬ ／ Ｌ，氯化钠 ３０ ｇ ／ Ｌ 的条件下，室温下投入处

理液，以 ２ Ｋ ／ ｍｉｎ 的速率升温至 １００℃，保温 ｔ ｍｉｎ，探
究处理时间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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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处理时间对涤 ／粘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从图 ５ 可知，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涤 ／粘织物的

减量率逐渐增加，这是因为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碱减

量程度逐渐增加。 分析图 ５ 可知，１００℃条件下，处理

时间在 １０５ ｍｉｎ 左右时到达要求。
２．６　 性能测试分析

涤 ／粘织物在浴比为 １ ∶ ５０，氢氧化钠 ５ ｇ ／ Ｌ，苯甲

醇 ４５ ｍＬ ／ Ｌ，氯化钠 ３０ ｇ ／ Ｌ 的条件下，室温下投入处

理液，以 ２ Ｋ ／ ｍｉｎ 的速率升温至 １００℃，保温 １００ ｍｉｎ，
涤 ／粘织物减量率和强力见表 １，其形貌见图 ６。

表 １　 涤 ／粘织物的性能测试

试样 减量率 ／ ％
强力 ／ Ｎ

经向 纬向

原样 ０ ８７３ ２３７

碱减量试样 １１．９７ ５５１ ２０３

�B�������f����������C�������f�������

�D�������f����������E�������f�������

图 ６　 涤 ／粘织物的扫描电镜图

由表 １ 可知，与原布相比，经整理后涤 ／粘织物的

经向、纬向强力减小，是因为碱减量处理必然使涤纶组

分和粘胶组分受到损伤，其中经向强力明显大于纬向

强力是因为经纱由涤纶组成，纬纱由粘胶纤维组成，涤
纶自身的强力大于粘胶纤维。 观察图 ６ 可知，经碱减

量处理后的涤 ／粘织物的粘胶和涤纶直径变细，表面出

现凹凸不平，且粘胶纤维表面有一定的损伤。

３　 结　 语
（１）在涤 ／粘织物碱减量处理过程中适量加入苯

甲醇和氯化钠可减少氢氧化钠的用量，当处理温度到

达涤纶的玻璃化温度时，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减量率

提高。
（２） 在浴比 １ ∶ ５０， 氢氧化钠 ５ ｇ ／ Ｌ， 氯化钠

３０ ｇ ／ Ｌ，苯甲醇 ４５ ｍＬ ／ Ｌ，１００℃下保温 １００ ｍｉｎ 左右时

的涤 ／粘交织物的碱减量可控制在 １０％左右。 经碱减

☞（下转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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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４６ Ｎｏ．８，２０１８ 产品设计与开发

３００°。 但当开口过迟，剑杆进梭口时梭口尚未开足，则
剑头易割断边部经纱［７］，因此，将开口时间设定为 ３２１°。
２．２．３　 染整工艺

天丝作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可选用直接、活性或还

原染料进行染色，但由于直接染料染色牢度达不到所

需要求，还原染料高温高碱的染色条件会破坏天丝抗

原纤化性能，所以一般选择活性染料染色［８］。 同时棉

纤维染色也可使用活性染料，染料能直接溶于水，色谱

齐全，色泽鲜艳，使用方便，价格适中，湿处理色牢度优

良，因此，从加工成本、色牢度指标、纤维损伤程度等因

素考虑，选用活性染料进行染色。
对于棉 ／天丝交织织物而言，丝光工艺主要针对的

是棉纤维，通过丝光可以提高织物的光泽和得色率，使
棉纤维与天丝获得良好的同色性。 但是丝光也会对天

丝纤维产生强烈的膨化作用，因此应适当降低丝光碱

浓度［９］。

３　 结　 语
（１）本文通过对芦席斜纹组织进行变化解构，改

变各条斜纹线的组织点个数以及起始点位置，得到了

一种斜纹斜向效果更加明显的变化芦席斜纹组织，使
织物形成了区别于常规织物纵横交织织纹的倾斜交织

外观，呈现出交叉立体的网状结构的视觉效果，具有较

好的空间感和立体感。
（２）纬纱的颜色选择深色系，如藏青、深蓝等，深

沉内敛；经纱选择漂白纱，简洁优雅、明快而富有活力。
浅经深纬的搭配，使面料颜色对比鲜明，纹路立体凸

出，既有平整光滑的触感，又有凹凸有致的视觉效果。
（３）通过织物规格设计和上机工艺参数的调整突

出了纬向天丝的特点，得到的织物克服了纯棉织物易

缩水和变形的缺点，同时增加了天丝的触感和光泽。
（４）通过工艺计算和关键工艺技术分析确定了织

物经纬密度、布边设计、各工序关键工艺参数等，为实

际生产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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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处理后的涤 ／粘织物强力有所降低，涤纶表面出现凹

槽和沟壑，直径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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