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卷 第 3期

2 ( X X )年 9月

盐城工学院学报

J on u磁 f o yn aCh e
嗯 h 坦石加忱 f aT e曲助 1卿

V OI
.

13N o
.

3

卿
.

2 ( X刀

涤纶牵伸复合丝织物染色不匀的原料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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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盐城 刀中汉 )2

摘 要
:

从 PO Y 原丝各细分纤维纤度与孔数的对比选择
、

牵伸温度和 网络压空等方面入手
,

剖析 了涤纶牵伸复合丝织物染色疵点的成因及其布 面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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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牵伸复合丝是制作新一代水洗绒
、

卡丹

绒织物的主要原料
,

其面料绒感受强
、

无极光
,

且

兼具毛
、

麻风格
,

是一种前景广阔的合纤新原料
。

它是采用两根预取向 沁Y 原丝为原料
,

在 国产牵

伸加捻机上采用单根牵伸法
,

形成高结晶低收缩

的牵伸丝
,

同时与 同步喂人的另一根预取 向 P OY

丝复合网络加工
,

从而产生一种抱合紧密 的风络

独特的新纤维结构
。

随着 OP Y 原丝质量
、

牵伸温

度和网络压空 的不同变化
,

其复合丝性能有很大

的差异
,

布面风格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

当 OP Y

原丝质量波动时
,

不仅给后道的牵伸复合加工带

来生产难度
,

导致复合网络效果的下降
,

也直接影

响了织物的染色效果
。

本文从该复合丝各组分纤

维纤度与孔数的对比选择
、

牵伸温度和网络压空

等方面
,

探讨了该合纤新原料的质量性能及其织

物染色疵点的成因
。

其 目的在于通过合理的工艺

控制和科学有效的质量管理
,

提高生产该牵伸复

合丝的质量稳定性
。

1
.

2 生产流程

原丝 A (低收缩组分 )

—
喂人罗拉— 热盘

(95 ℃ )— 热箱 ( 18 0 ℃ )— 原 丝 B (高收缩组

分 )— 冷盘—
网络喷嘴— 卷绕成型

1 试验条件

1
.

1 原料
、

设备
、

检测仪器

高速纺预取向 OP Y 丝
,

纺速 3 2叨 耐~
。

山西经纬 幻 KV 51 8 型牵伸加捻机
。

缕纱测长仪
:
常州二纺机 Y G 0 86 型

。

强伸仪
:
德国 T e x te e

hn
o
公司 S T刀n 卫叭LT

一

n 型
。

沸水收缩率
:
采用单根法

。

条干仪
:
瑞士乌斯特 11

一

C 型

2 染色疵点产生机理分析

如上述生产流程
,

两组不 同纤度不 同孔数的

P OY 原丝 (A )及 ( B )
,

( A )经拉伸后 纤维取向结晶

充分
,

结构稳定
,

沸水收缩率在 10 % 一
20 %

,

( B )

丝不经拉伸沸水收缩率为 40 % 一
50 %

。

两组份

经喷嘴网络后
,

开松率紊乱均匀
、

充分
,

而形成一

种相对稳定的新纤维结构
。

该纤维经特定的织造

染整后
,

纤维 ( B )组份收缩成芯丝
,

( A )组份包裹

在纤束表面
,

其织物无极光
,

手感
、

垂悬感极好
,

弹

性优 良
、

光泽 自然
,

表面似一层轻薄的 白霜
,

风格

独特
。

但如果 OP Y 原丝 ( A )条干偏差大
,

牵伸时

受热不均匀
,

极易造成过牵伸或牵伸不足
,

从而在

纤维中产生若干个强度缺陷点或盈余点
,

沸水收

缩率波动大
,

染色不均增加
。

这样经织造染整后
,

就会在织物表面形成呈散布状分布的深浅不一的

色段斑
。

同样
,

当 P OY 原丝 ( A )
、

( B )组份抱合效

果差
,

开松不充分
,

紊乱不完全
,

就不能形成均匀

稳定的复合丝纤维新结构
。

经染整加工后
,

( A )
、

( B )组分相对分散
,

其复合丝性能就倾向于单组

份纤维性能
,

染色疵点多
,

织物表面形成较为连续

的深或浅色条 (带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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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
.

1 由 PO Y 原丝条干不匀引起的染色疵点分析

条干均匀度是衡量 P OY 质量的一个重要 指

标
,

当其条干不匀率偏高时
,

极易造成单丝在其强

度缺陷点处被拉断或部分拉断造成毛丝
,

导致后

加工过程稳定性和成品丝染色质量的下降
。

当条

干不匀的 OP Y 原丝 (A )经受稳定拉伸时
,

粗节取

向结晶差
,

剩余拉伸 比大
,

沸水收缩率大
,

染色吸

色深 ;反之
,

细节 吸色浅
。

这样
,

其复合丝织物布

面就呈现出散布状的染色段斑
。

3
、

1
.

1 当 A 组份纤度渐大于 B 组份时

随着低收缩组份原丝 ( A )纤度增加
。

该复合

丝的沸水收缩率明显下降
,

染色均匀性也 随之下

降
,

其性能趋 向拉伸丝
,

收缩率小
,

染色均匀性差
,

布面染色性 能呈浅色 (见图 l )
。

此时
,

如果 OP Y

原丝 ( A )组份条干不匀偏差大
,

其布面呈现 的染

色段斑较明显
。

B丝纤度 ( d t e x

)

___

一
___

1
.

沸水收缩率 ( % ) 2
.

染色 M (% )

图 I A 丝纤度与复合丝沸水收缩率
、

染色 M 率关系 (B 丝纤度 11 0 而 ub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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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2 当 B 组份纤度渐大于 A 组份时

随着高收缩组份原丝 ( B )纤度增加
,

该复合

丝的沸水收缩率上升
,

染色 M 率也随之上升
,

但

到一定值时曲线渐趋缓和 (见图 2)
。

此时
,

该复

合丝的性能倾向于预取向丝
,

结晶不充分
,

吸色多

且均匀
,

布面皇深色
,

染色疵点少
。

3
.

1
.

3 当 A 组份纤度与 B 组份纤度相 当时

( l) OP Y 原丝 ( A )组份的单纤维乳数多于 (超

过 24 f) ( B )组份时
,

该复合丝的染色性能就取决

于 P OY 原丝 ( A )组份的染色性能
。

( A )组份经牵

1
.

沸水收缩率 (% ) 2
.

染色 M ( % )

图 Z B 丝纤度与复合丝沸水收缩率
、

染色 M 率关系 ( A 丝纤度 125 dt e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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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加工后
,

取向结晶度高
,

收缩率小
,

不易吸色
,

因

此布面疵点表现严重
。

( 2 )OP Y 原丝 ( B )组份的单纤维孔数多于 (超

过 24 f) (A )组份时
,

该复合丝 的染色性能就取决

于 PO Y 原丝 (B )组份的染色性能
。

因 ( B )组份结

晶不充分
,

收缩率大
,

吸色多
,

其布面染色疵点少
。

3
.

2 由牵伸工艺异常引起的染色疵点分析

该牵伸复合丝系纤维经过恒定温度下 的均匀

牵伸
,

并通过性能 良好的喷嘴稳压网络后
,

各单纤

维完全开松
、

充分紊乱交错而形成的一种抱合性

能优良的新结构纤维
。

其结构稳定
,

染色均匀
,

风

格独特
。

但如果对牵伸工艺条件控制不好
,

尤其

是牵伸温度和 网络压空 的不 良波动
,

会引起织物

表面染色疵点的发生
。

3
.

2
.

1 当牵伸温度上下波动时

初生纤维 的拉伸是在链段和大分子链运动的

基础上来完成的
,

所以拉伸一定要在高于玻璃化

温度的恒温条件下才能实现均匀拉伸
。

异常条件

下的非均匀拉伸不仅容易造成拉伸断头
,

也会产

生粗细不匀的断裂强度盈余点或缺陷点
。

从而造

成染色不均现象
。

且织物沸水收缩差波动大
,

易

起皱折
,

影响布面外观平整度
。

因此
,

必须严格控

制好适宜而稳定的牵伸温度
。

当生产中热盘温度

失控或绕丝圈数不确当时
,

其上下范围的波动必

然会造成纤维拉伸点 的不规则移动
,

成不均匀牵

伸
,

从而产生拉伸粗细节
。

这样
,

该复合丝经向织

造染整后
,

就会在布面形成深浅不一的染色段斑
。

3
.

2
.

2 压空网络异常时

当网络压空压力波动
、

喷嘴阻塞或脱落时
,

都

ǎ享à艺切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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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丝纤度 ( dt 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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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该复合丝网络效果的明显下降或损失
。

一

般情况下
,

随着压空压力的增大
,

气流作用强
,

开

松紊乱充分
,

A
、

B 组份纤维抱合效果相应地要好

些
。

同时
,

丝条网络节点多且牢
,

亦有利于沸水收

缩率的下降
,

增加了织物的尺寸稳定性
。

但压力

过大时
,

又极易造成毛丝
、

毛羽等现象
,

严重时还

会造成该复合丝强力 的下降 (见 图 3 )
。

因此
,

必

须根据生产品种
、

纤度与孔数的选择要求
,

选用适

宜的网络压空压力
,

以确保其网络效果的优良
、

稳

定和均匀
。

山飞尸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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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能
,

其织物表面就会形成较为连续的深或浅色

条 (带 )现象
。

一般地
,

A 组份纤维纤度大于 B 组

份时
,

该复合性能趋向拉伸丝
,

染色收缩率小
,

吸

色浅
,

就会在布面形成浅色条 (带 )现象
。

反之
,

B

组份纤维度较大于 A 组份时
,

该复合丝性能倾向

于预取向丝
,

结晶不充分
,

染色收缩率大
,

吸色深
,

会在布面形成深色条 (带 )现象
。

同样的道理
,

当

A
、

B组份纤 维纤度 相当时
,

随着各 自 dfn 值的差

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布面现象
。

当 A 组份纤维 dfn
值较小时

,

布面呈现浅色条 (带 )现象 ;反之
,

则呈

现 出深色条 (带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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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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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网络度与沸水收缩度强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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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压空压力过低时
,

纤维开松紊乱

弱
,

网络效果差
,

经过整经织造张力作用时
,

就容

易发生节点松
、

大网络
、

纤束分散等故障
。

这样
,

该复合丝的染色性能就倾向于单组份纤维的染色

4 结论

( l) 当条干不匀 的 OP Y 原丝受热稳 定牵伸

时
,

会在丝束纤维中形成若干个强度盈余点和缺

陷点
,

即粗节和细节
。

粗节吸色深
,

细节吸色浅
,

其织物表面呈现出散布状的色段斑
。

( 2 )牵伸温度异常波动时
,

往往会造成不均匀

牵伸
,

形成粗细节
,

织物沸水收缩差变大
,

染色不

匀增加
,

布面平整度下降
。

( 3 )牵伸复合丝严重网络不 良时
,

各组份纤维

相对分散
,

其性能倾向于单组份纤维的性能
,

织物

表面呈现较为连续的深或浅色条 (带 )现象
。

( 4 )随着 OP Y 原丝各组份纤维纤度与孔数的

不同选择
,

该复合丝的染色性能有很大差异
,

布面

疵点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

( 5 )必须严格控制 P OY 原丝及牵伸复合工艺

条件
,

并加强生产过程全方位
、

全时段的动态质量

控制
,

才能生产 出这一性能优异 的合纤新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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