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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吸湿排汗剂DM-3741对涤纶针织物进行整理,研究了整理剂用量、整理温度、整理时间和工作液pH值

等因素对整理后织物吸湿排汗性能和色牢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吸湿排汗剂DM-3741采用染色后浸渍法整理工艺,用量

4%(owf),整理温度50℃,整理时间20min,工作液pH值6.0时,涤纶针织物具有最佳的吸湿排汗整理效果,同时对涤

纶针织物的各项色牢度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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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涤纶纤维是合成纤维的主要品种之一,和其他合

成纤维相比,涤纶纤维具有耐磨性好、断裂强度大、耐
虫蛀等突出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并且其可染性也相对

较好,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服装面料以及其他非服用领

域。但涤纶织物的吸湿排汗性能相对较差,当涤纶织

物作为服装在湿热环境下穿着时,人们排出的汗液不

能及时被排出体外很容易导致衣物粘贴皮肤,使人感

到潮湿、湿冷,所以织物的吸湿排汗性能需进行改

善[1-2]。
从人体接触舒适的角度出发,人们希望汗液能被

服装很快吸收、转移,且让汗液在服装表面快速蒸发,
以保持皮肤表面和服装内侧微气候区的干燥,这种吸

湿排汗的功能在运动服、夏季服装中尤为重要[3]。近

几年随着消费者选购衣服愈来愈重视其舒适性,吸湿

排汗织物的需求正迅速增长,这也促使了必须改善涤

纶织物的吸湿排汗性能,才能使其得以广泛地应用。
采用德美化工生产的吸湿排汗剂DM-3741对涤

纶针织物进行整理,探讨其优化工艺,测定了整理后涤

纶针织物的吸湿排汗性能,以及吸湿排汗整理对涤纶

针织物色牢度的影响。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织物:82.5dtex/72F细旦涤纶双面布。
药品:吸湿排汗剂DM-3741(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分散染料。
仪器 设 备:RapidECO-24 全 能 试 色 机 (Rapid

LABORTEX CO.LTD),立 式 双 辊 轧 车 (Rapid
LABORTEXCO.LTD),RapidH-TS-3型定型烘干机

(RapidLABORTEXCO.LTD),FLY-45织物毛细效

应仪(山东省纺织科学研究院),Y571B染色摩擦牢度

仪(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验工艺

(1)染色后浸渍法整理工艺

前处理→水洗→染色→水洗→还原清洗→水洗→
吸湿排汗整理[整理剂用量:X %(owf)]→脱水→烘

干→定型。
(2)染色后浸轧法整理工艺

前处理→水洗→染色→水洗→还原清洗→水洗→
吸湿排汗整理[整理剂用量:X %(owf)]→定型。

(3)染色和吸湿排汗同浴法整理工艺

前处理→水洗→染色和吸湿排汗同浴整理[整理

剂用量:X %(owf)]→水洗→还原清洗→水洗→脱水

→烘干→定型。

1.3 测试方法

(1)毛效 按FZ/T01071-1999《纺织品毛细效应

测试方法》测试。
(2)滴水扩散时间 按 GB/T21655.1-2008《纺

织品吸湿速干性的评定》测试。
(3)水分蒸发速率 按 GB/T21655.1-2008《纺

织品吸湿速干性能的评定(第一部分单项组合实验

法)》标准测定。
(4)色差ΔE 值 采用Datacolor650测色配色仪

进行测试,以最大吸收波长下的ΔE 值来衡量染色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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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色差。
(5)耐皂洗色牢度 按GB/T3921-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洗色牢度》测试。
(6)摩擦牢度 按GB/T3920-1997《纺织品色牢

度试验耐摩擦色牢度》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吸湿排汗整理工艺

根据1.2试验工艺流程对涤纶针织物进行吸湿排

汗整理,结果见表1。
表1 整理工艺对涤纶织物吸湿排汗性能的影响

项 目
毛 效

/cm·(30min)-1
水分蒸发

速率/g·h-1
滴水扩散
时间/s

空白样    3.5 0.16 6
染色后浸渍整理 16.2 0.36 0
染色后浸轧整理 15.3 0.34 0
染色整理同浴 15.1 0.32 0

  从表1可以看出,经过吸湿排汗剂DM-3741整理

后,无论采用染色同浴整理工艺,还是采用染色后浸渍

或浸轧工艺,涤纶织物的吸湿排汗效果都大幅提升。
染色后浸渍法工艺的效果稍好于染色同浴和染色后浸

轧2种工艺。

2.2 单因素试验

2.2.1 整理剂用量对吸湿排汗效果的影响

设定整理时间为20min、整理温度为50℃、工作

液pH值为6条件下,分别在吸湿排汗剂用量为1%、

2%、3%、4%、5%(owf)的条件下对涤纶织物进行整

理,然后测试吸湿排汗的各项参数值见表2。
表2 整理剂用量的影响

DM-3741
/%(owf)

毛 效
/cm·(30min)-1

水分蒸发

速率/g·h-1
滴水扩散
时间/s

0 3.5 0.16 6
1 11.6 0.23 0
2 13.0 0.27 0
3 14.8 0.30 0
4 15.7 0.33 0
5 15.2 0.33 0

  从表2可知,涤纶织物经过吸湿排汗剂整理后,其
吸湿排汗性能得到大幅提高,且随着整理剂用量的增

加,吸湿排汗性能也逐步提高,但是当整理剂用量达到

4%(owf)以后,吸湿排汗性能反而略微有所减小。这

可能是由于随着整理剂用量的增大,使得涤纶纤维表

面的亲水性基团数量也随之增加,吸湿排汗性能明显

提高。但是当整理剂用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和纤维

表面反应的整理剂数量不再增加,它们是相互作用,因

而其吸湿排汗性能不再继续提高,反而有所下降。由

此可见吸湿排汗剂DM-3741用量以4%(owf)为最佳。

2.2.2 整理时间对吸湿排汗效果的影响

设定整理剂用量为4%(owf)、整理温度为50℃、
工作液pH 值为6的条件下,分别整理10、20、30、40
和50min后,测试吸湿排汗的各项参数值见表3。

表3 整理时间的影响

整理时间
/min

毛 效
/cm·(30min)-1

水分蒸发

速率/g·h-1
滴水扩散
时间/s

10 12.8 0.25 0
20 15.5 0.34 0
30 15.6 0.33 0
40 15.1 0.34 0
50 15.0 0.33 0

  从表3可知,整理时间对涤纶织物吸湿排汗性能

影响较大。当整理时间从10min增加到20min时,
其吸湿排汗性能明显提高,但当时间延长到30min
时,其吸湿排汗性能提高不明显,继续延长时间,吸湿

排汗性能也不再提高。这可能是因为吸湿排汗剂在织

物表面固着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反应完全后,再延长时

间,整理剂不会再和纤维发生反应,而是整理剂之间发

生相互作用,反而影响其吸湿排汗效果。

2.2.3 整理温度对吸湿排汗效果的影响

设定整理剂用量为4%(owf)、整 理 时 间 为20
min、工作液pH值为6的条件下,分别在常温25、40、

50、60、70℃的条件下对涤纶织物进行整理,然后测试

吸湿排汗的各项参数值见表4。
表4 整理温度的影响

整理温度
/℃

毛 效
/cm·(30min)-1

水分蒸发

速率/g·h-1
滴水扩散
时间/s

常温 12.3 0.26 0
40 15.3 0.33 0
50 15.5 0.34 0
60 15.2 0.30 0
70 15.0 0.32 0

  从表4可知,整理温度对涤纶织物吸湿排汗性能

影响也较大。温度由常温升到50℃时,其吸湿排汗性

能明显提高,但整理温度超过50℃后,吸湿排汗效果

没有明显变化,当温度继续升高到70℃时,吸湿排汗

性能还略微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温度越高,涤纶

纤维分子运动加剧,整理剂更容易进入纤维进行固着;
但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整理剂大分子之间会相

互作用,吸湿排汗效果就不会再有提高。

2.2.4 工作液pH值对吸湿排汗效果的影响

设定整理剂用量为4%(owf)、整 理 时 间 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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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整理温度为50℃的条件下,分别调节工作液pH
值为4、5、6、7、8的条件下对涤纶织物进行整理,然后

测试吸湿排汗的各项参数值见表5。
表5 工作液pH值的影响

pH值
毛 效

/cm·(30min)-1
水分蒸发

速率/g·h-1
滴水扩散
时间/s

4 15.4 0.31 0
5 15.6 0.33 0
6 15.8 0.33 0
7 15.7 0.33 0
8 15.8 0.32 0

  从表5可知,工作液pH 值对吸湿排汗效果影响

相对较小。当工作液pH 值从4提高到6时,其吸湿

排汗性能有小幅提高,但工作液pH值超过6后,吸湿

排汗效果没有明显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

为工作液pH值为6时,整理剂和纤维已经充分反应,
所以当工作液pH 超过6后,整理剂不会和纤维继续

反应,而是整理剂大分子之间会相互作用,因此吸湿排

汗效果不会继续提升。

2.3 优化工艺整理

经试验得出吸湿排汗整理剂DM-3741用于涤纶

织物吸湿排汗整理的理论最佳工艺:整理剂用量4%
(owf),整理温度50℃,整理时间20min,工作液pH
值为6。按此工艺对涤纶织物进行吸湿排汗整理,吸湿

排汗效果和整理后涤纶织物的色牢度见表6。

表6 优化工艺整理涤纶织物的各项性能

颜 色
毛 效
/cm

水分蒸发

速率/g·h-1
色光/
ΔE

皂洗牢度/级 摩擦牢度/级

涤 棉 干摩擦 湿摩擦

大红 15.4 0.32 0.37 4 3.5 3-4 4
深蓝 15.0 0.32 0.35 4 4 4 4
深黑 15.7 0.33 0.49 4 4 4 4

  从表6可知,采用优化工艺对涤纶针织物进行整

理后,可使织物具有良好的吸湿排汗效果,同时织物具

有较好的耐洗和摩擦牢度,且对织物色光影响较小。

3 结论

涤纶针织物采用吸湿排汗剂DM-3741整理的优

化工艺为:染色后浸渍法整理工艺,整理剂用量4%
(owf),整理时间20min,整理温度50℃,工作液pH
值在6左右。

在此优化工艺条件下涤纶针织物吸湿排汗效果明

显提高,色变较小,同时具有较好皂洗牢度和干、湿摩

擦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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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MoistureadsorptionandperspirationtreatmentfinishingofpolyesterfabricwiththewickingagentDM-3741werestud-
ied.Theinfluencesofthedosageofwickingagents,curingtemperature,curingtimeandfinishingbathpHvalueonthefinishedfabric
moisturewickingpropertiesandcolorfastnesswere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optimumperformanceofmoisturemanage-
mentresultsofpolyesterfabriccouldbeachievedwithwickingagentDM-37414%,pHvalue6.0,50℃andtreatedfor20min.The
wickingpropertyofpolyesterfabricwasimproved,andtheinfluencesofwickingfinishingtocolorfastnessforthefabricweremini-
mized.

Keywords:polyesterfabric;moistureabsorbingandperspirationreleasing;finishingprocess;colorfa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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