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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印染厂实际生产及其工艺特点,对涤棉半制品上的PVA残浆含量采用了样卡快速测定方法。经工厂

多年生产应用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把好前处理质量关,确保涤棉织物染整加工达到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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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涤棉印染产品质量,发挥其优良性能,涤棉织

物前处理效果尤为重要。目前涤棉织物是在棉织物染

整工艺基础上进行的,其前处理工艺是先烧毛,后退浆

煮练。由于涤棉织物多用PVA及其混合浆料上浆,退
浆时一般采用碱退浆,为了不影响染色效果退浆率要

求达到90%以上。本文利用色卡,对涤棉半制品上

PVA残余浆料的快速测定方法进行了探究,实际效果

不错,快速准确。

1 原理和方法

聚乙烯醇(PVA)是一种多羟基化合物,能与碘形

成一种络合物,这种络合物较均匀吸收波长范围为400
-750nm的可见光后,反射的光是蓝紫(红)色光,使

PVA溶液呈现出蓝紫(红)色。
碘对不同醇解度的PVA有不同的显色反应。例

如,将1%-2%的PVA水溶液滴在滤纸上,干燥后再

用0.0005mol/L碘溶液(I2∶KI=1∶2)作斑点试验

时,100%醇解度的PVA显蓝色,90%-95%醇解度的

PVA显红光蓝,88%醇解度的PVA显红色(聚醋酸乙

烯也显红色);但是碘-硼酸溶液对不同醇解度的

PVA作斑点试验时,无论是全部醇解度还是部分醇解

度的PVA均显蓝色,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醇解度PVA的显色反应

试 剂
PVA

100%醇解度 90%-95%醇解度 88%醇解度

碘溶液 蓝色 红光蓝 红色

碘-硼酸 蓝色 蓝色 蓝色

  不同品种的PVA与碘-硼酸水溶液作用时,其色

光略微有些差异,例如,K-17PVA水溶液显蓝色,T

-330PVA 水溶液显红光蓝;但在涤棉布试样上的

PVA对碘-硼酸作用,色调却没有多大差别,如表2
所示。

表2 不同品种PVA显色反应

试 剂
PVA

K-17 T-330 B-17
碘-硼酸水溶液 蓝色 红光蓝 蓝色

碘-硼酸(布上) 蓝色 蓝色 蓝色

  因此,本方法采用碘-硼酸混合液作为PVA的检

定试剂,并在其中加入少量的渗透剂T,以促使试液在

织物上渗透使斑点均匀。试液配置方法如下:
在1L0.0125mol/L碘溶液中加入30g结晶硼

酸,然后再加入1ml渗透剂T,搅拌均匀后移入棕色

瓶中,静置后备用。

2 标准样卡制作

印染厂涤棉坯布经退浆后织物上PVA的含量约

在0.025%-0.5%之间,在此范围内再划分为5级,因
此需配置5种不同浓度的PVA浆液:10、5、2.5、1、0.5
g/L,保证浸轧后5块织物上含PVA的量在0.025%
-0.5%之间。如果纺织厂来的坯布含PVA在5%左

右,则此5块布即相当于退浆率在99.5%-90%之间。
对于涤棉待测半制品布样,滴上一滴碘-硼酸试液,待
吸收后与标准样卡比较,即可知道其退浆率。

标准样卡制作步骤如下:
(1)用退浆漂白后的涤棉细布半制品,用热水洗直

至碘-硼酸试液滴上后不显蓝色,表示完全不含浆料

了,烘干备用。
(2)配置的5种PVA浆液浓度如下:10、5、2.5、1、

0.5g/L。
(3)将不含浆料的涤棉细布半制品分别浸轧上述5

种浓度的PVA浆液,吸液率为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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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分别浸轧过5种浓度PVA浆液的涤棉织物

晾干后,分别滴上碘-硼酸试液,待完全吸收显色后,
用广告浆料在卡片纸上将对应的颜色复制出来,制成5
片标准样卡。上述5块布样作为标准布样。

3 标准样卡应用

3.1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标准布样的PVA含量

3.1.1 标准布样上PVA的萃取

将上述5块标准布样分别萃取PVA后,用分光光

度计进行比色测定,绘制标准吸收曲线。其方法如下:
将布样剪成小块(1cm×1cm),准确称量2g,分

别置于250ml锥形瓶中,放入100ml蒸馏水,在振荡

沸水浴中加热1h,过滤出滤液于150ml烧杯中;冷却

后用10ml蒸馏水洗滤纸,将洗液与上述煮沸过的滤

液合并。将合并液蒸发浓缩至约10ml,加入5ml碘

-硼酸溶液,置于50ml容量瓶并稀释定容至刻度。
3.1.2 标准布样PVA含量的测定

用UV1801分光光度计1cm比色皿,在690nm
波长处,依次测定上述5种滤液的吸光度。以布上

PVA含量为横坐标,吸光度A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

线。
3.2 待测样布PVA含量的测定

将待测样布按上述方法萃取后,将滤液蒸发浓缩

至10ml左右,在滤液中加入5ml碘-硼酸溶液,置于

50ml容量瓶并稀释定容至刻度。
用1cm比色皿在690nm处,测定吸光度A 值,

利用标准曲线得出样布上PVA的含量,对应查出布面

的退浆率。其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比色法测定结果

编 号
轧浆浓度
/g·L-1

比色法测得值
/g·L-1

退浆率*

/%

1 10 0.450 91
2 5 0.205 95
3 2.5 0.113 97.7
4 1 0.370 99.2
5 0.5 0.2026 99.5

 *注:以坯布含5%PVA计算。

3.3 验证

碘-硼酸试剂滴到待测布样上,等待片刻后与标

准样卡比较观察,得出布样的退浆率与上述比色法得

出的退浆率基本一致。

4 影响检定的因素

4.1 碱的影响

在碱退浆工艺中布上常有残余的碱,它对碘-硼

酸试剂的测定有些影响,在pH值=8试样上,可得斑

点色泽稍暗,但不影响其发色与评级。

4.2 淀粉浆料的干扰

碘和淀粉也显蓝色特征反应,这就增加了在混合

浆中测定PVA残量的难度;但在PVA含量多而淀粉

含量少的情况下,其干扰不大。反之,则有干扰,必须

细心观察。

4.3 硼酸浓度的影响

试剂中硼酸含量增加能增加色泽深度,提高织物

上PVA检定的灵敏度。但如果硼酸浓度过高,色泽深

度增加并不显著,且室温较低时会有硼酸结晶析出。
因此在每100ml试剂中加入3g硼酸为宜。

4.4 碘浓度的影响

碘浓度增加会增加色泽深度,但在PVA含量甚低

时若浓度高,则碘的黄色会将浅蓝斑点覆盖掉,影响

PVA的检出。因此用0.0125mol/L的碘溶液为宜。

4.5 轧制布样和绘制色卡注意事项

(1)由于PVA 在涤棉织物上易泳移,因此浸轧

PVA后的布样应缓缓干燥,最好放平。布样若悬挂,
则应经常上下掉头,以防PVA在织物上分布不匀。作

斑点试验最好取中央部分,并多点几处观察色泽是否

一致,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2)碘-硼酸与PVA作用吸收需要一定时间,故

试剂滴到布上后要等待片刻,再进行观察。但如果停

留时间过长,由于碘的挥发而使色泽逐渐褪去。因此

在试剂滴到布上1~2min后应立即观察比较色泽。
(3)在布上PVA的含量较低时,会出现中心呈黄

色,外围呈蓝绿色的斑点,此时应以外围色泽为准。

5 结语

应用本文方法制作样卡,通过在涤棉半制品织物

上滴上碘-硼酸试剂,再与样卡比较,对含PVA0.5%
-0.025%范围的残浆量半制品进行快速半定量测定

的数值,与分光光度计法测定结果十分接近。即本法

具有手续简便、迅速,不损伤织物等优点。但在淀粉存

在时对检验有干扰,比色时需要十分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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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后牵伸辊上产品基本无色差

6 结语

通过改进,将自动配料、生产、检测等信息联网,实
现智能化,能较好地满足车用聚酯短纤维对颜色及色

光特殊要求的个性化,小批量定制,多批次的重现,也
降 低了纤维生产成本,没有溶液染色的环境污染及高

昂费用,绿色环保,推动中国车用纤维产业在低碳与智

能装备等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纺织行业向

绿色环保、智能装备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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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ofPETAutomotiveMeltSpinningColoringStapleFiber
LIWen-jun,SUNYan,ZHANGZhi-gang

(SuzhouKingcharmNewMaterialsCorp.,Suzhou215531,China)

  Abstract:Intelligentcontrolsystemandcoloringprocesswerestudiedtoachieveautomaticbatching,reduceman-madedifferences
andimprovethequalityofmeltspinningcoloringofautomotivefibers.Theneedsofpersonalizedautomotivefiberweremet,andenvi-
ronmentalpollutioncausedbysolutiondyeingwasreduced.

Keywords:intelligentsystems;personalization;coloruniformity;environmental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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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Semi-quantitativeDeterminationofPVAResidueonPolyester/CottonFabric
GUYu-lan

(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tong226007,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actualproductionandtechnicalcharacteristicsoftheprintinganddyeingfactory,arapidmethodofsample
cardwasusedtodeterminetheresidualsizecontentofPVAonpolyestercottonsemi-finishedproducts.Theapplicationofthefactory
formanyyearsshowedthatthemethodcouldeffectivelyachievegoodpre-treatmentquality,andensurethatthedyeingandfinishing
ofpolyesterandcottonfabricmettherequirementsofcustomers.

Keywords:polyester/cottonfabric;PVA;iodine-boricacid;residualsizedetermination


我国1-7月衣着类CPI、PPI同比均上涨1.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CPI环比上涨

0.1%,同比上涨1.4%;PPI环比上涨0.2%,同比上
涨5.5%。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微涨,同比涨幅略有回

落。其中,7月份衣着价格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

1.4%;1-7月同比上涨1.3%。7月份服装价格环比
下降0.5%,同比上涨1.4%;1-7月同比上涨1.2%。
7月份衣着加工服务费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

4.0%;1-7月同比上涨4.2%。7月份鞋类价格环比
下降0.5%,同比上涨1.4%;1-7月同比上涨1.2%。

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降幅略有收窄,
同比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衣着价格同比持平,环比
上涨1.2%;1-7月同比上涨1.3%。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中,纺织原料类同比上涨0.1%,环比上涨4.2%;
1-7月同比上涨4.4%。工业生产者主要行业出厂价
格中,纺织业同比上涨0.1%,环比上涨3.2%;1-7月
同比上涨3.4%。纺织服装、服饰业同比下降0.1%,
环比上涨0.8%;1-7月同比上涨1.4%。化学纤维制
造业同 比 持 平,环 比 上 涨9.5%;1-7月 同 比 上 涨

9.4%。 (摘自:中国纺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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