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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染整助剂在纺织品加工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纺织印染企业为了提高印染产品的质量
、赋予纺织品特殊的功能，提高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需要越来越多高品质的纺织染整助剂，纺织染
整助剂已成为纺织印染工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工业发达国家的纺织染整助剂产量与纤维产量之比为15：100，我国纺织染整助剂的质量、产量和消耗
量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提高纺织染整助剂的开发和应用水平十分必要。
作为轻化工程（染整）的本科毕业生通过学习染整助剂化学，结合染料化学和染整工艺原理的相关知
识，将有利于掌握染整助剂的作用机理、结构与性能的关系，获得开发和使用染整助剂的基本理论和
技能，为提高我国染整助剂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作贡献。
　　本书第一章 为绪论；在各类染整助剂中，表面活性剂产品占了较大的比例，因此第二章 主要介
绍表面活性剂的相关内容，包括各类表面活性剂的结构、性质及用途，表面活性剂的应用性能及其影
响因素；第三章 、第四章 分别介绍了生物酶和高分子化合物两类染整助剂中常用的原料；第五章 ～
第七章 按照助剂在纺织品印染加工中的作用，分别介绍了前处理助剂、染色助剂、印花助剂及后整理
助剂的作用原理、种类、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等。
　　本书是在苏州大学编写的轻化工程（染整）专业《纺织助剂化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进行了较
大幅度的修改而成的。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轻化工程教研室的各位老师和研究室的研究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地感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批评指正，我们
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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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表面活性剂、生物酶和高分子化合物等纺织品染整助剂主要原料的结构、种类以及它
们的应用性能；重点介绍了表面活性剂的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按纺织品染整加工的工序依次介绍了
各类前处理助剂、染色助剂、印花助剂及后整理助剂的结构与性能。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系统全面，注重理论与实例的结合。
    本书可作为应用化学、轻化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精细化工、印染加工、纺织工
程等专业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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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煮练主要是去除棉织物上的天然杂质以及进一步去除残存的浆料，提高织物的吸水性。
棉织物煮练以烧碱为主要试剂，添加一些具有渗透、洗涤、乳化效果的助剂以提高煮练效果。
　　漂白主要是去除棉纤维上的天然色素，赋予织物稳定的白度，棉织物漂白的方法主要有氧漂、氯
漂和亚漂，所用的漂白剂分别为过氧化氢（双氧水）、次氯酸钠和亚氯酸钠，目前以采用双氧水漂白
为主。
在双氧水漂白过程中一般需要添加渗透剂和双氧水稳定剂。
　　丝光是在张力条件下，用浓碱溶液处理棉织物，使棉纤维的超分子结构和形态结构发生变化，从
而获得丝一般的光泽，同时提高织物的尺寸稳定性和染色性能。
在丝光过程中，为了提高丝光的效率，一般需要添加渗透剂。
　　2.蚕丝织物的前处理　　蚕丝织物的前处理一般称为精练，目的是要去除织物上的杂质，包括蚕
丝本身固有的丝胶、油蜡、色素等物质以及生丝在前道加工施加的泡丝剂等外加杂质。
由于蚕丝坯绸所含的丝胶量较大，另外其他杂质主要附着在丝胶上，所以蚕丝的精练效果主要针对丝
胶的去除效果而定的，一般又称为脱胶。
丝织物的精练根据所用助剂和条件的不同，主要可分为皂碱法、酶法、复合精练剂法、酸精练法等。
在各种精练方法中均需要添加一定量的助剂。
　　3.羊毛及其织物的前处理　　原毛在纺纱前必须去除原毛中的大量杂质，包括羊毛脂、羊汗等天
然杂质和草屑、草籽、泥土等附加杂质。
一般通过洗毛、碳化等工序，洗毛主要有皂碱法、合成洗涤剂法和溶剂法等；碳化是采用强酸将纤维
素类的杂草脱水碳化或水解而去除。
毛织物在纺纱、织造过程中需要施加和毛油、平滑剂、浆料等物质，因此，毛织物染色印花加工前还
需要经过洗呢，通过洗涤剂的润湿、洗涤、乳化等作用将杂质去除。
　　4.再生纤维素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黏胶纤维、竹浆纤维等再生纤维素纤维织物的前处理主要有
烧毛、退浆、漂白的工序，加工方法与棉织物类似，但由于黏胶纤维对化学试剂的稳定性较差，一般
采用的条件相对缓和。
所用助剂主要为退浆助剂、精练助剂等。
　　5.合成纤维织物的前处理　　以涤纶为主的合成纤维织物的前处理，主要是去除纺丝过程中所施
加的油剂和织造时所施加的浆料，一般采用碱和洗涤剂通过水解、乳化、分散等作用加以去除。
所用助剂主要为退浆助剂、精练助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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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染整助剂化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委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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