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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三防羽绒服面料的研制

冯爱芬  张永久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家庄 

摘  要 论述织物的三防机理以及三防整理剂的选择 利用正交实验设计实验方案对涤纶羽绒服面料进行了三防整理 ∀得到了提

高羽绒服涤纶面料的拒水 !拒油 !防污的三防整理优化工艺条件 ∀

关键词 纳米  三防整理  有机氟树脂  涤纶  正交实验  优化工艺条件

中图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羽绒服面料多为涤纶面料 对羽绒服面料进行

拒水 !拒油 !防污多功能整理 可使织物具有三防功

能 减少羽绒服的洗涤次数 以免造成因洗涤过多影

响保暖性 ∀

1  三防机理

拒水拒油整理是在织物表面施加一层整理剂 

改变了纤维表面性能 使纤维的表面张力低于油的

表面张力 ∀水的表面张力远大于油的表面张力 所

以织物获得拒油的性能后自然也就有了拒水的性

能 ∀利用有机氟树脂对织物进行拒水 !拒油 !防污

/三防0整理 是在织物表面引入表面能很低 ) ≤ƒ基

团 ∀有机氟化合物中起拒水拒油作用的是全氟烷基

 ) ≤ƒ  当 ) ≤ƒ 基团中的一个 ƒ被 取代 基

团的 ≥∞就增加一倍 ∀所以 聚合物中全氟烷基分子

链越长 ≥∞就越低 氟碳基团在织物表面就形成垂

直紧密网状排列 提高了织物的拒水 !拒油和防污性

能≈ ∀纳米材料的加入 通过粘合剂的作用与纤维

结合 由于纳米粒子的小尺寸效应 !表面和界面效

应≈
纳米粒子表面的原子存在大量的表面缺陷和

许多悬挂键 具有很高的化学活性 纳米粒子高度分

散在纱线之间 !纤维之间和纤维表面 它们与有机氟

树脂 !交联剂 !粘合剂在纤维表面形成一层很薄而致

密的膜 阻止了油污的进一步渗透 大大提高了拒

水 !拒油和防污性能 ∀另外 纳米陶瓷粉本身具有一

定的导电性能 可以降低纤维表面的电荷 从而降低

了污物通过电荷间的静电吸附到纤维上的机会 增

强了防污效果 ∀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1  实验材料及仪器

试样 纯涤纶羽绒服面料 平纹组织 织物规格

为 ⁄≅ ⁄ ≅ 根Π  ≅ 根Π 坯

布幅宽 1 ∀整理剂 各种有机氟三防剂 !纳米材

料 !非甲醛交联剂 !粘合剂 !柔软剂 ∀仪器 小样均匀

轧车 !≤≥2∞型烘箱 !防水性能仪 !≠2型电

子织物强力机 !马丁代尔耐磨试验仪 ∀

2 .2  实验方法

    整理方法浸轧法  配置工作液 ψ室温二

浸二轧浸渍  轧余率  左右 ψ预烘 ε

≅   ψ焙烘按优化工艺 ψ待测指标≈ ∀

    性能测定  拒水性 拒水度和抗透湿性按

×≤≤2标准测定 均在 ≥2型防雨性能仪上

测定 测 次平均值 ∀拒油性 按 ×≤≤2标准

测试 测 次平均值 ∀防污性 按 ƒ×2

规定方法和试验参数 ∀耐洗试验 在 ≥• 2型耐

洗牢度试验机上进行 ∀洗涤条件 洗衣粉  Π纯

碱  Π浴比 Β 温度  ε 时间  次 ∀每

次洗涤后待试样干燥平衡后再测定有关指标 ∀

3  试验结果与讨论

3 .1  整理剂的选择

对比不同生产厂家的三防剂 其性能见表  ∀

可以看出 有机氟树脂 纳米施加在织物上与其它

种有机氟树脂三防剂比有明显的拒油防污效果 ∀

所以 选用有机氟树脂与纳米材料进行复配 而后对

其进行正交实验选择最佳工艺条件 ∀

3 .2  有机氟树脂 + 纳米对纯涤纶织物的拒水 !拒

油 !防污整理的优化工艺

    正交实验设计  影响三防效果的因素为 

有机氟树脂浓度 !纳米材料用量 !交联剂用量 !焙烘

工艺 ∀现选择 因素 水平进行正交实验 因子 

水平表如表 所示 ∀

11  正交试验的测试结果和优化方案  利用方

差分析找出最优组合 达到提高涤纶羽绒服面料的

拒水 !拒油 !防污性能 ∀三防的优化实验方案及其结

果如表  ∀

11  方差分析  拒水度的方差分析 因子 对



   表 1  不同生产厂家三防剂的三防效果

用量Π 拒水性分 拒油性级 防污性级

   ∗   ∗ 

有机氟 纳米     ∗ 

   

   

国产拒水剂    

    ∗ 

    ∗ 

进口三防剂     

   

   ∗   ∗ 

进口三防剂      ∗ 

   

表 2  因子 −水平表



有机氟树脂Π



纳米Π

≤

交联剂Π

⁄

ΤΠτ ε Π

  1 ∗ 1  Π

    ∗    Π

  1 ∗ 1  Π

  1 ∗ 1  Π

拒水度没有显著性影响 因子  !≤ !⁄对拒水度没有

影响 但是    所以 可以选择  或

者  ∀拒油度的方差分析见表  ∀最优工艺的选

择 因子  特别显著 因       故选

 因子 也特别显著 因       故选

 因子 ≤ 与 ⁄不显著 其水平可任选 ∀综合起来

看 拒油最优工艺为  ≤ ⁄ ∀防污性方差分析

见表  ∀最优工艺的选择 因子  特别显著 因 

    故选  因子 特别显著 因  

     故选  因子 ≤ 与 ⁄不显著 其水平

可任选 ∀综合起来看 防污最优工艺为   ≤ ⁄ ∀

综上所述 根据正交实验与方差分析结果 综合

拒水 !拒油 !防污方差分析结果得出最优工艺为 

  ≤ ⁄ 即有机氟树脂为  Π纳米为 1 ∗

1 Π交联剂为  ΠΤΠτ为  ε Π ∀

313  整理效果的耐久性

不同有机氟树脂与纳米材料的配比对拒水拒油

防污性能有不同的影响 通过正交试验找出最佳配

比 优选工艺为 号 而对其进行耐洗性实验 结果

如表  ∀

  由表 可见 有机氟树脂在与纳米材料复配使

用涤纶的表面张力由原来的  ≅ 
 
Π下降到

1≅ 


Π∀加入交联剂 !柔软剂 !粘合剂整

理 织物有较好的耐洗性 ∀经 次洗涤 拒水度保

持分 拒油度仍在  级以上 防污性仍在  级

以上 ∀

表 3  实验方案及结果

序号   ≤ ⁄
误差

列

拒水度

分

拒油度

级

防污性

级

        

         ∗ 

        

        

        

         ∗ 

        

        

        

         ∗ 

        

        

         ∗ 

        

         ∗ 

        

      拒水度

     

     

     

Ε     

±     

     

      拒油度

     

     

     

Ε     

±          

     

         防污性

        

        

     

Ε          

±          

     

注 拒水度括号中的数据为计算时用的简化值  ∗ 等在进行数理

统计计算时赋值取中间值1 ∀

表 4  拒油度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Φ值 Φ1 Φ1 显著性

因子             3 3

因子             3 3

误差      

总和  

表 5  防污性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Φ值 Φ1 Φ1 显著性

因子             3 3

因子             3 3

误差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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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整理织物的拒水拒油防污及耐洗性能

拒水度分 拒油度级 防污性级

未整理织物   

整理后织物   ∗  

水洗 次   ∗   ∗ 

4  结  论

1通过正交实验和方差分析 得到拒水拒油防

污的最佳工艺 ∀

1采用有机氟和纳米材料整理剂整理的织物 

三防效果好 ∀纳米材料的加入 增加了有机氟的协同

效果 但必须掌握好有机氟与纳米材料复配的比例 ∀

1该技术思路合理 !工艺简单可行 !操作方便 !

生产成本低 ∀

1三防羽绒服面料不仅提高了服装的服用功

能 而且易于去污 方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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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坯布用过氧化氢 尿素的退煮漂一步法研究

王晓明
湖南工程学院 湘潭 

摘  要 探讨棉坯布在尿素存在下用过氧化氢处理的退煮漂一步法工艺 分析了在不同尿素浓度及不同  值条件下 棉织物性能

的变化 ∀

关键词 棉坯布  过氧化氢  尿素  退煮漂一步法  性能

中图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1  实  验

111  实验材料

淀粉上浆的棉平纹坯布 ∀

112  实验药品

    !尿素 !° !以上均为分

析纯 !≥   !润湿剂 ƒ≤均为工业品 ∀

113  实验方法

退煮漂一步法采用   双氧水  Π尿素

 ∗  Π润湿剂 ƒ≤  Π 值为 ∗   ε 处

理 浴比 Β 处理后的试样用  ε 热水充分

清洗 然后冷水洗 晾干 ∀

114  性能测试

白度在 ⁄织物白度仪上测定 强力在 ≠2

型织物强力仪上测试 毛效在毛细管效果测定

仪上测定 纤维素醛基含量≈测试采用铜值法 纤维

素羧基含量≈测试采用醋酸钙法 双氧水分解率用

 标准液滴定 ∀

2  结果与讨论

211  不同尿素浓度及 πΗ值对过氧化氢分解率的影响

  从表 数据可知  值较低时 过氧化氢分解

较慢 随  值升高 过氧化氢分解率随之增大 当

值为 时 过氧化氢分解率达最大 ∀随尿素浓度

的提高 过氧化氢分解率也大大增加 ∀
表 1    分解率测试数据   

值
尿素浓度Π

     

 1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从用脲活化的过氧化氢

漂白机理上加以分析 ∀不加尿素时 过氧化氢的分

解反应式    ψ    

  在尿素的存在下 过氧化氢的分解按以下步骤

进行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