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品黄变机理及改善方案

郭 珊,付博敏,范汉明
(科德宝宝翎衬布(南通)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226006)

摘 要:针对纺织品黄变这一业内普遍现象,对引起纺织品黄变的原因进行了分类,分别介绍了其黄变机理及测试方

法,总结了针对不同黄变原因应采取的减少和改善纺织品黄变的措施。

关键词:纺织品;黄变;测试;措施

中图分类号:TS1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9)06-0007-03

收稿日期:2019-04-11
作者简介:郭 珊(1991-),女,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功能性衬布,E-

mail:shan.guo@fvic.com.cn。

  黄变,又称“黄化”,是指白色或浅色物质在外界条

件作用下表面泛黄的现象,是纺织服装产品的一种常

见质量问题,多发生在漂白或增白产品、牛仔服装、水
洗整理服装、锦纶、蚕丝等产品,在加工、运输、存储、销
售、使用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无论出现哪一种黄变,
都严重影响纺织产品的外观质量、使用性能及寿命,因
此纺织品泛黄引起的索赔事件逐年增多。如何在前期

生产过程中发现可能出现的黄变问题,并提前预防和

规避该质量问题一直是行业研究的热点[1]。本文通过

对纺织品常见的几种黄变类型进行了分类,分别讨论

了其产生的机理及测试方法,对于可能出现的黄变问

题给出了预防和改善措施,为服装企业提供一定的技

术参考。

1 黄变分类

根据引起黄变的不同原因,将黄变分为5类:酚黄

变、光黄变、氧化黄变、增白剂黄变和柔软剂黄变。

2 黄变产生的机理及控制

2.1 酚黄变

2.1.1 酚黄变机理

酚黄变是指氧化氮或酚类化合物引起的纺织品表

面泛黄,多发生在锦纶、氨纶等织物上,引起酚黄变的

关键物质是BHT(2,6-双叔丁基-4-甲基苯酚)。其来

源主要有2方面:一方面,包装材料与纺织品接触转移

引起的。贮存纺织品的包装材料多为聚乙烯等高分子

材料,为防止其老化,延长使用寿命,会在其材料中加

入酚类作为抗氧化剂,应用较多的是BHT。BHT转

移到织物上遇空气或硬纸板等包装材料中的氮氧化

物,如NO2,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黄色的醌甲基化合

物。另一方面,锦纶、氨纶等原材料中都含有TDI(甲
苯二异氰酸酯),为了防止贮存和使用过程中的光老

化,一般会在TDI中加入BHT,原料中的BHT与空

气中的氮氧化合物发生反应,从而产生黄变[2]。

2.1.2 测试方法

使用含 BHT 的包装材料,或织物中含有 BHT
时,容易导致纺织品发生酚黄变现象。其质量的检测

方法主要有2种:ISO105-X18:2017《纺织品 色牢度

试验 第X18部分:潜在酚黄变的评估》,GB/T29778
-2013《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潜在酚黄变的评估》。此

方法只适用于测试由酚类化合物引起的黄变,并不能

反映纺织品由其他原因导致的黄变,其原理是利用含

硝基酚类化合物的试纸提供氮氧基团与织物中的抗氧

化剂反应,加速模拟织物的黄变过程[3]。

2.1.3 酚黄变的防范及改善

如果检测后发现纺织品有黄变现象,说明在其表

面或内部含有酚类物质,该纺织品在存储、运输、加工、
使用等过程中极易发生黄变,因此我们在前期就要进

行预防和改善。如在包装过程中避免使用含酚类抗氧

化剂的棕色卡板纸和塑料薄膜,避免使用以热收缩为

基础的塑料作为包装材料,在存储过程中注意通风。
在加工过程中注意织物布面pH值,碱性越强,酚黄变

越严重,从生态纺织品角度考虑,一般pH值控制在5
-7,可加入少量不挥发性酸。若需进行柔软整理,尽
量选择低氨类、离子性弱的柔软剂。可根据织物的不

同组成性质,选择合适的抗酚黄变试剂,一般情况下处

理后织物的酚黄变等级可达到4-5级[4-5]。

2.2 光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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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光黄变机理

光黄变是指纺织品因太阳光或紫外光照射而引起

分子氧化裂解,使得纺织品表面泛黄的现象,常见于漂

白织物、增白织物、浅色服装中。活性染料上染的纤维

在高能量光的作用下,染料吸收光子后被激发,发生一

系列光化学反应使其结构被破坏,蓝色或蓝紫色减弱

或消失,发生变色或褪色,从而使织物呈现黄色。对于

偶氮染料,可见光是主要诱因,而对于酞菁染料,紫外

光是主要诱因。漂白织物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荧光增

白剂,其日光牢度较低,增白的织物在日光下曝晒过久

或在过热的条件下会降解,引起耐久性黄变。目前的

漂白多采用氯漂或氧漂,其漂白过程是可逆的,在一定

的光照、温湿度条件下,纤维上被氧化消失的黄色素又

会被重新还原,使得织物泛黄。此外漂白过程中残留

的氯等氧化物也会引起织物泛黄,因而在选择漂白剂

时必须有选择地应用[6-7]。

2.2.2 光黄变测试方法

目前国内涉及服装黄变的产品标准只针对白色或

浅色系的织物、人造革,其耐光黄变主要考核耐日晒牢

度。在耐光黄变测试中,由自然光照射引起的黄变采

用GB/T8427-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

牢度 氙弧》标准,由紫外光照射引起的黄变采用GB/

T30669-201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黄变色牢度》
标准。同时包含自然光和紫外光的测试标准采用QB/

T4672-2014《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耐黄变的测

定》、HG/T3689-2014《鞋类耐黄变试验方法》。在测

试过程中根据产生黄变的原因有选择地采用合适的测

试标准。

2.2.3 光黄变的防范及改善

在染整加工过程中,织物要充分地精炼和洗涤,选
用高日光牢度的荧光增白剂,对于易发生光黄变的真

丝织物,紫外线是引起其黄变的主要因素,利用紫外线

吸收剂或屏蔽剂对其整理,可获得较好的防真丝黄变

效果。同时在日常穿着过程中,要注意保养,避免长时

间暴晒。

2.3 氧化黄变

2.3.1 氧化黄变机理

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原因,大气中存在着大

量的污染物和氧化性物质,如臭氧、氮、二氧化硫等,作
为亲电试剂,臭氧会进攻碳碳双键等不饱和结构中的

电子对,造成不饱和有机分子破裂。牛仔面料染色大

多采用靛蓝染料,靛蓝染料不耐氧化,在臭氧作用下会

分解生成黄色物质靛红,导致织物变黄。此外在成衣

水洗和酵素洗过程中多含有酸性物质和还原性物质,
牛仔面料中本白的纬纱容易沾污剥落的染料,这部分

靛蓝染料更容易黄变。此外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发

现,长期暴露在空气中的牛仔产品会发生黄变,尤其是

折叠部位更加明显,影响产品品质[8-9]。

2.3.2 氧化黄变测试方法

由大气污染物引起的纺织品黄变 测 试 方 法 有

AATCC109-2011《耐低湿大气中臭氧色牢度》、GB/

T11039.3-2005《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大气污染物

色牢度第三部分:大气臭氧》。

2.3.3 氧化黄变的防范及改善

牛仔面料黄变是业内较为普遍的现象,避免臭氧

与牛仔面料接触反应,避免染料回沾将大大改善面料

黄变情况。在生产过程中注意管控,缩短工艺时间;水
洗时采用中性酵素,加白底防粘剂,减少靛蓝染料对纬

纱的沾污,同时充分水洗,洗掉面料上的浮色和杂质;
在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中增加抗黄变整理,提高抗黄

变性能;产品存储时,尽量用不透气的塑料袋套袋包

装,陈列时注重细节,多采用挂装、少折叠,经常更换折

痕位置,定期更换陈列货品。

2.4 增白剂黄变

为了使纤维获得洁白、耀眼的视觉效果,消除其布

面反射的黄色光,通常有3种做法:漂白、上蓝、化学漂

白与荧光增白同时进行。增白剂的增白效果主要取决

于照射光中紫外线的含量及织物上荧光增白剂的浓

度,增白剂使用工艺不当或浓度过高,会使织物表面荧

光消失造成织物泛黄。增白剂的最佳使用浓度即为增

白剂的泛黄点,不同增白剂的泛黄点是不同的。当增

白剂的用量超过其泛黄点,其白度反而下降,其原因

为:(1)织物上反射的黄光的强度是有限的,增白剂发

射出用于抵消其黄色的蓝紫光也是有限的;(2)织物上

吸收蓝紫色光强度大于抵消的黄光强度,增白剂自身

反射的蓝紫光极为明显,加之增白剂的各种组成基团

不同,呈现出不同色调,从而使织物泛黄。此外,水质

硬度高或含有重金属离子,漂白织物存放点有酸或氯

等气体都会使织物发生黄变[10]。
关于增白剂黄变,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检测方法进

行判断。为了解决增白剂黄变的问题,在漂白过程中

酸洗后的水洗要充分,选用耐酸性好的荧光增白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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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漂时可用中和酸来代替冰醋酸,以便彻底中和纤维

内部的烧碱。加工过程中使用软水,避免酸或氯等气

体与织物接触。

2.5 柔软剂黄变

柔软剂是纺织品染整加工中广泛使用的后整理

剂,可赋予织物柔软、平滑、丰满的手感。但柔软整理

后的织物会出现明显的黄变,影响织物的白度和服用

性能,应用最广泛的柔软剂主要是硅油和软片,近年来

纺织服装因柔软剂的添加而导致的黄变问题屡见不

鲜。
对于柔软剂黄变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检测方法,一

般通过白度的变化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有机硅的分子

结构对织物的白度有一定的影响,氨值越大,处理后织

物的白度越低,聚醚改性氨基硅油、嵌段硅油、普通氨

基硅油对织物白度的影响依次降低。这是因为在高温

处理过程中,有机硅中的活泼氢易被氧化,生成发色

团,加深织物泛黄。对于软片来说,阳离子型比阴离子

型更易引起织物黄变。此外柔软整理后的织物在储存

过程中,温湿度越高,对织物白度的影响程度越大[11]。
不同柔软剂对织物黄变的影响程度不同,在实际

生产中应根据不同要求选用柔软剂,整理过程中注意

布面pH值,控制在弱酸性。

3 结语

纺织品黄变是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产生黄变的

原因多种多样,分析黄变产生的原因,完善纺织品黄变

的检测标准,事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黄变的产生,减少

织物发生黄变的可能,才能更好地提高产品的质量水

平和服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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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andImprovementMethodsofYellowingonTextiles
GUOShan,FUBo-min,FANH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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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viewofthecommonphenomenonofyellowingontextile,thecausesoftextileyellowingwereclassified.Themecha-

nismandtestingmethodsofyellowingwereintroducedrespectively.Themeasurestoreducetextileyellowingwere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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