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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澳酸钠在纺织 工 业 中的应用

本所五室三组

亚嗅酸盐 自 ����年被发现以来
，

在很短

的时间内便由实验室制备过渡到工业规模的

生产
。
日本

、

西欧
、

美国
、

澳大利亚等许多

国家均已进行了工业规模的生产和应用
。

亚

嗅酸盐的应用范围 日趋广泛
，
除纺织工业外

，

在木材加工 〔’�、

造纸 �“ �等工业中应用的文献

报导也逐渐出现
。

本文仅简介国内外有关亚

嗅酸钠 ������
�
� 在纺织工业中的试用情

况
。

亚嗅酸钠在织品上浆
、

褪浆
、

染色等方

面均有应用
，
效果甚佳

。

其中
，
以有关褪浆

方面的报导为最多
。

亚澳酸钠用于褪浆工序
，
可以说是引起

了褪浆工序的一场革命
。

以亚澳酸钠稀�称液

作为褪浆剂
，
可使淀粉和化学浆料在短时间

内完全脱落
，
褪浆后织品质地均匀

，
纤维素

并无降解现象
。

这些优点不仅使连续褪浆作

业成为可能
，
而且又可降低成本

，
改进纤维

织品的质量�“ ，
卜 ‘ 。 ， ‘ ” ，“ 。 �。

亚嗅酸钠褪浆对温度并不放感
，
于室温

或稍高于室温的温度下均可获得良好的褪浆

效果�“ ，�，’ 。 ，‘ ” “ ’�。

此外
，
由于在褪浆过程中

，
所耗活性嗅

的一部分被用来氧化棉纱中的杂质
，
因此

，

只要消耗最低量的氧化剂即可完成对织品的

漂白
。

与酶化褪浆作业相比
，
漂白时双氧水

的耗量约降低百分之二十
，
而且漂白迅速

，

操作简单
，
是以往的生物酶法不能比拟的

，

过硫酸盐褪浆剂也无法达到的比
已，�，‘ “�。

文献中指出
，
在褪浆工序中每公斤 �一

纤维素
、

不纯物
、

淀粉对活性嗅
带 ’的消耗量

分别为 �
�

��克
、
�

�

�克和 �
�

�克 �‘，�。

还指出了依所用材料之不同
，
在 �� “

�� 的条件下
，
每公斤织品用一克活性嗅

。

在

氢氧化钠浓度为 �� 克�升的条件下
，
每公斤

织品用 �
�

�一�克活性嗅均可获得对纤 维 素

降解可能性极微的良好褪浆效果川
。

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
，
作为浆料

、

淀粉

的使用量急剧下降
，
而聚乙烯醇�����

、

梭

甲基纤维素 �����和丙烯酸醋等化工原料

的用量急剧增加
。
��� 价格便宜

，
性能优

惠
，
很受使用者的欢迎

。
��� 本是水溶性

的
，
但经烧毛工序热处理后

，
其水溶性发生

了变化
，
用以往的方法使其脱除很为困难

，

这一缺
�

点使对 ��� 的需求趋于暗淡
。

亚嗅

酸钠的应用
，
及时和有效地解决 了 这 一 问

题 �‘ “ � 。

国内
，

近年来 ��� 浆料
、
���一 淀粉

混合浆料的使用 日益广泛
，

但目前使用的生

物酶法
、

碱法
、

双氧水法等在褪 ��� 浆料

方面均有一定的缺点
。

据有关单位反映
，
由

于 ��� 浆料褪不净
，
使漂白时的确良织品

上出现斑点
，
次品率增加

。

经初步探试
，
上有

��� 浆料的色织的确良泡泡纱
，
以 �克�升

苦�每克活比澳约相等于 �
�

���克 �����



�����
�

溶液处理后
，
汽蒸一分钟或经 ��

�

�

处理两分钟所得褪浆率及白度与双氧水闷 �

一�� 小时后相近
，

时间大大缩短
，

效率显著

提高
，
成功地克服了双氧水法产生的沾色及

饱泡沙中泡泡纱消失等现象
。

亚氯酸钠��
����

��国内已有生产
，
由于

它具有优异的漂自性能
，
用它作为的确良漂

白剂的单位逐渐增多
。

但亚氯酸 钠 腐 蚀 性

强
，
需特种设备

。

在使用过程中放出剧毒的

二氧化氯
，
污染大气和威胁操作人员健康等

严重缺点
。

将 �����
� 、

��
���

�

一浴应用
，

不但对这些缺点有所改善
，

而且可使褪浆
、

煮练
、

漂白等工序一浴化
，

简化了操作
，
提

高了织品的质量 仁‘ “ ， ‘ ” � 。

法国专利 �
，
���

，

���������给出如下结果
，
经此法处理后

，

织品残余淀粉量
、

白度
、

干抗拉强度
、

湿抗

拉强度分别为 �
�

沮�
、

��
、
��

、
��� 而用以

往的处理方法所得的结果则分别为 ��
、
��

、

��
、
��

。

亚嗅酸钠用于棉纱先染后织工艺曾一度

出现困难
，
森田康夫等人妥善地解决了这一

问题
，
使褪浆后的布料色泽均匀

，

并不褪色
夕

残余浆料成分不使碘度
、

硼酸碘度显色�“ 。 」。

除褪浆
、

漂白外
，
亚溟酸钠在织品上浆

方面亦有应用
。

经亚澳酸钠溶液处理后
，
聚

乙烯醇浆料粘度降低而易于喷淋
。

例如
，
于

��
“
�

，
��克 ����升水溶液�聚合度 ����，

皂化度 ����用 �� 克 �����
�

处理后
，

其粘

度自 ��
�

�厘泊�
。 �

�

�降至 �
�

�厘泊��
， ’ ‘ ，‘ �“ 。

亚嗅酸钠在染色方面的应用是近年来的

又一新发展�‘�，‘ ��。

以亚澳酸钠作为还原性硫染 料 的 氧 化

齐�
，
卓有成效地克服了以往所用方法的缺点

和局限性
。

美国专利 �，���
，
���������对此

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

与最常用的重铬酸钠一醋酸�以下简称

铬与酸�氧化剂相比
，

铬与酸最致命的缺点是

对河流的严重污染�
其次是染出的织品质地

较硬
，
在粗纱染色过程中必须使用润滑剂使

之软化， 染出的织品再湿性差
，
在以后的操

作中必须使用可湿剂 � 醋酸与硫 染 料 作 用

后
，
放出令人讨厌的硫化氢气体

，
毒化了空

气以及残存于纤维中的铬与酸
，
加速了棉花

的老化
，
必须用沸腾皂水才能洗去

。

而以亚

嗅酸钠作氧化剂时
，
生成物是相对无害的

，

大大稀释后的澳化钠水溶液
，
解决了对河流

的污染间题 � 氧化作用可在碱性 条 件 下 进

行
，
无硫化氢气放出� 残存的氧化液很容易

用清水洗掉
，
解决了铬与酸法残存酸使棉花

老化加速的问题
，

免除了沸腾皂洗操作
，
清

除了纱线在染色过程中
，
由沸腾皂洗而使重

量损失的这一重要因素
。

总之
，
与铬与酸法

相比
，
亚浪酸钠法不仅克服了对水

、

气的污

染问题
，
而且使操作简化

，
减少了多种化工

原料的消耗
。

染色中另一种常用的氧化剂是过氧化氢

��
��

�
�

。

以 �
�
��

作氧化剂染出的织品耐洗

性差
。

某些染料
，
如由硫化 �一 经基二苯胺制

成的那些染料
，
经 �

�
��

氧化后得不到一个

稳定的色调
。

在氧化过程中
，
�

���

的浓度

对染料的牢固性影响极大
，
而对 ����

浓度

的控制是相当困难的
，
或不断取样做操作烦

琐的常规滴定
，
或采用价格昂贵的仪器测定

其光密度及紫外光谱
，
以控制 ���

�

浓度的

变化
。

以 �����
�

作氧化剂则可克服这些缺

点
，
所得染料氧化以后的色调相当于或优于

�
�
�

�

法所得的色调
。

国内有关单位初试认

为
，
�����

�

对大多数还原染料氧化发色完

全
，
在氧化掖及皂煮液中稳定

，

有效利用率

高
，
而 ����

则在氧化浴及皂煮液中进行分

解
，
有效利用率低

。

作为氧化剂
，
�����

。
也有应用

。

但与

亚澳酸钠相比
，
有许多硫染料不能被其氧化

成令人满意的色调
，

并对某些硫染料破坏十

分严重
。

文献中�’�， ’ 了」还给出了许多应用实例
。

例如
，
以瓮灰 ����染过的棉一聚醋混合

纤维
，

经水洗后
，
用含 ����立升水

， ��
。

�公

斤 �� �����
�
�即氧化液中 ������

的浓

度约为 �
�

�克�升�
，
�

�

�公斤碳酸钠的溶液



处理
，
再以稀酷酸和水洗涤之

，
可得到色泽

均匀
、

耐洗的灰色调
。

又如
，
以 �

�

�
�

硫化蓝 �� 染过的织品
，

于 ���
“
�蒸一分钟

，
以水洗涤之

，
室温下

，

在 �� 二 ��
，

在含 �
�

�� �几���。
的氧化液中

浸 �� 秒钟
，
再经漂洗

、

干燥后
，

所得布料为

亮蓝色
。

虽然其耐洗性较铬与酸法所得布料

稍差
，
但其色泽较铬与酸法氧化所得染料色

泽更为鲜艳明亮
。

综上所述
，
�����

�

在纺织工业中
，
凡

涉及氧化—还原化学反应发生的许多工序

中均有应用
，
成效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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