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506492546

10位ISBN编号：7506492547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中国纺织出版社

作者：刘江坚

页数：325

字数：47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前言

织物间歇式染色在染整工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纺织品染色中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加工方法。
它具有适于小批量、多品种以及一机多用（如前处理、染色和后处理）的特点，既能够满足绝大部分
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同时还可以快速应对市场的变换。
然而，随着纺织纤维材料品种和织物结构性能的不断变化，以及节能减排的限制，对染色加工工艺和
设备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传统的工艺和设备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大多依靠工艺或操作人员的经验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
代纺织品的加工要求了。
因此，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染色工艺和装备，不仅能够满足织物染色的品质要求，而且具有良好
的工艺重现性和节能减排效果，大大提高了染色的“一次成功率”和生产效率。
尽管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目前仍然占有主导地位，但有关这方面的参考书籍却很少，即使在一些染色
工艺书籍涉及到的也是泛泛而谈，并且大多还是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染色机技术水平上。
似乎有：“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感觉。
为此，本书根据近十年来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情况，结合作者本人从事多年间歇式染色
机械的研发经验和总结，对织物染色工艺条件、染色过程控制、工艺设备结构性能以及测色配色系统
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旨在将工艺和设备更好地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人们对织物间歇式染色的应用水
平。
织物绳状染色是目前织物间歇式染色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加工方式，主要包括纯溢流染色、喷射染色
、溢喷染色和气流染色等形式。
特别是气流染色技术的出现，以循环空气牵引织物循环，使染色浴比降至很低。
不仅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功效，而且还拓展出许多新的染色工艺。
织物绳状染色主要是依靠流体（水或气流）牵引织物循环，并在循环的过程中进行织物与染液的交换
。
织物与染液的交换频率和方式是控制织物达到匀染的关键。
温度变化和加料方式采用程序控制，可以有效地保证染色工艺的重现性。
织物间歇式平幅染色主要是针对一些容易起皱、容易擦伤以及对张力有要求的织物，同时也可以作为
平幅连续式染色的试中样。
因为织物在间歇式平幅染色过程中，是处于静止卷装（如经轴染色）或动态变换卷径的卷装（如卷染
或轧卷染色），故对织物卷装恒张力或恒线速度的控制要求较高。
传动从过去的机械、液压发展到现在的伺服和交流变频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织物的张力，并逐
步趋于大卷径染色。
织物冷轧堆染色属于半连续式平幅染色，近年来发展较快。
活性染料染色中，它不需要消耗盐和蒸汽（或者为了恒温，在寒冷的冬季仅需要消耗少量的保温蒸汽
），是以时间换取能耗和减少助剂消耗的工艺，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
对染色工艺的全过程采用程序控制，如受控染色、同步染色控制和动态质量控制等，可以更为有效地
减少人为的影响因素，提高染色品质及生产效率。
现场总线技术已逐步在染色机上得到应用，通过连接internet远程诊断，可以迅速准确地排除故障。
间歇式染色设备的集中管理系统能够使整体工厂形成网络化，将管理与控制系统进行整合。
本书是在作者从事织物间歇式染色机设计和研发二十多年的经验总结，以及参与近几年纺织机械展览
会评估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鉴于本人的水平有限，难免存在许多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同行提出宝贵意见。
同时在这里向参考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编者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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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论述了织物在间歇式染色中所涉及的基础知识和染色原理，以及采用的加工方法及设备
。
其中包括：织物的分类与基本特征、织物的染色过程、织物绳状和平幅染色方法、自动测色配色和染
料配送系统、现代间歇式染色技术的基本特征及控制和间歇式染色设备的选型等。
本书从实际应用出发，对影响织物染色的各种因素及规律进行系统分析，给出工艺和设备的控制方法
，尤其是对染色工艺与设备功能的结合方面作出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本书可供染整行业从事染色工艺、设备管理、设备设计和制造的技术人员及纺织院校染整专业师
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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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江坚 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间歇式染色的发展阶段和作用
第二节 间歇式染色的基本特点
第三节 间歇式染色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间歇式染色技术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织物染色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织物及染色特性
一、织物的分类
二、多组分织物
三、织物的染色特性
第二节 染料配色及性能
一、染料配色        
        
      
二、染料的性能
三、染料颜色的影响因素
四、染料的分类
五、染料选择与染液配制
第三节 染色用水
一、水质对染色的影响
二、染色水质要求        
        
三、水质处理
第四节 织物的仿样染色
一、基础样卡制作
二、确定打样工艺方案
三、小样染色处方的制订
四、织物仿中样染色
五、小样染色机选择
第五节 对色及调色
一、光源
二、对色基本要求
三、调色
参考文献
第三章 织物的染色过程
第一节 染料对纤维的上染和结合
一、染色热力学的基本概念
二、染料向织物纤维表面液层的迁移
三、染料在扩散边界层的扩散       
        
        
四、织物纤维表面对染料的吸附
五、染料在纤维内部的扩散
六、染料与织物纤维的结合
第二节 织物在尽染中的染色规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一、织物的上染率
二 、温度对上染过程的影响和作用
三、移染和匀染过程
第三节 织物浸染的依据—染液循环论
一、织物的浸染时间
二、织物浸染的升温控制       
三、染液温度和浓度的分布
四、织物与染液的相对运动
第四节 染液循环方式和控制
一 、染液的强制对流循环
二、染液循环流量控制
三、染液的热交换
参考文献
第四章 织物绳状染色
第一节 织物染色条件及过程控制
一、织物染色前要求
二、染色温度与压力
三、染液与织物交换方式
四、染液循环与分配       
        
        
       
五、织物的循环
六、染色浴比
七、染色时间
八、加料方式
九、工艺参数控制
第二节 纯溢流染色
一、纯溢流染色的工作原理
二、纯溢流的基本特征
三、溢流口及溢流管       
  
四、提布辊与溢流的关系
五、织物的适用性
六、纯溢流染色控制
第三节 喷射染色
一、染液喷射压力及控制
二、喷射染色的特点
三、主循环泵与喷嘴压力和织物速度的关系
四、喷嘴的结构形式与要求
五、喷嘴压力与提布辊线速度的同步
六、织物的适用性
七、喷射染色控制
第四节 溢喷染色
一、溢流与喷射的组合
二、溢流口与喷嘴的结构形式
三、溢喷染色特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四、溢喷压力和流量的控制
五、织物的适用性
第五节 气流染色
一、概述
二、基本工作原理及染色条件
三、气流染色的主要特点
四、适用织物品种及染色工艺
五、低浴比的染色条件
六、气流染色的几个问题
第六节 织物绳状染色的常见质量问题和解决方法
一、染色不均匀
二、布面损伤
三、堵布打结
四、管差
五、折痕
参考文献
第五章 织物平幅染色
第一节 平幅染色的基本要求
一、染前织物打卷的张力控制
二、染色过程中织物的张力和线速度控制
三、保温控制
第二节 平幅染色的分类及主要技术特征
一、按温度和形状分类
二、主要技术特征
三、主要参数控制
第三节 卷装染色
一、概述
二、技术关键点
三、织物适应性及工艺流程
四、织物恒张力卷绕特性       
        
        
        
        
   
五、恒张力、恒线速度的实现过程       
        
     
六、织物卷绕传动方式
七、常见染色质量问题及解决方法
第四节 轧卷染色       
        
        
一、基本工作原理及特点    
二、适用织物品种及工艺应用
三、卷绕与轧辊的同步
四、常见染色质量问题及解决方法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第五节 冷轧堆染色
一、工作原理及特点
二、染色工艺过程
三、染色工艺制订
四、常见染色质量问题及解决方法
第六节 经轴染色
一、染色原理及工艺
二、织物的卷绕及张力控制
三、染液循环的流量控制
四、染色控制要点
五、常见染色质量问题及解决方法
第六章 织物间歇式染色工艺
第一节 染色工艺设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一、来样审查
二、染料的选用与配色（拼色）
三、染色方式
四、染色工艺的技术分析
第二节 染色工艺条件
一、染色温度
  二、染色时间
  三、染液的pH值
四、浴比与染液浓度
五、织物与染液交换状况
六、加料过程
第三节 染色工艺过程控制
一、染色工艺程序
二、工艺操作
第四节 常用织物间歇式染色工艺设计
一、溢喷染色工艺
  二、气流染色工艺
三、卷染工艺
四、冷轧堆染色工艺
第五节 多组分织物染色
一、常规染色法
二、一浴染色法
三、多组分织物染色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第七章 自动测色配色和染料配送系统
第一节 测色与配色
一、测色技术
二、配色技术
第二节 电脑测色配色系统
一、电脑测色配色系统的工作原理与组成
二、电脑测配色的基础理论
三、数据库的建立
四、分光测色仪
五、电脑测色配色的操作过程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第三节 配液系统
一、实验室自动配液系统
二、直通式无管路计量系统
三、母液配制
第四节 染料、助剂自动配送系统
一、全自动染料溶解系统
二、全自动粉体配料系统
三、半自动粉体配料系统       
        
       
四、液态化学品配料系统
五、染化料输送系统       
        
        
参考文献
第八章 现代间歇式染色技术的基本特征及控制
第一节 染液循环流量控制
一、主循环泵交流变频控制
二、主循环泵流量—扬程特性曲线选择
三、主循环泵的抗汽蚀性
四、循环染液的比例分配
第二节 低浴比染色
一、牵引织物循环的方式
二、设备主体结构优化
三、布水分离
四、染料上染率
第三节 低温染色
一、改性纤维低温染色
二、低温活性染料染色
三、冷染
四、分散染料增溶染色
第四节 活性染料低盐或无盐染色
一、改善染料结构
二、纤维改性
三、染色工艺条件
四、利用其它相关技术
五、染色助剂
第五节 超临界CO2流体染色
一、超临界CO2流体的基本特性
二、超临界CO2流体染色原理       
       
三、超临界CO2流体染色装置的主要组成
四、主要参数控制
五、超临界CO2流体染色的适用范围及特点
第六节 智能化水洗过程控制
一、水洗的过程与特点
二、影响水洗效果的因素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三、提高水洗效果的要素
四、智能化水洗控制
第七节 工艺程序控制
一、受控染色
二、同步染色控制
三、动态质量控制—DQC〔Dynamic Quality Control〕
四、程序控制器
第八节 现场总线技术及远程故障诊断
一、概述
二、现场总线的技术特征和特点
三、在染色机上应用
四、连接Internet远程诊断并排除故障     
五、远程故障诊断系统的主要特征
六、远程故障诊断系统的工作原理
第九节 间歇式染色设备的集中管理系统
一、染色加工流程
二、整体工厂的网络化
三、管理与控制系统的整合
四、中央监控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第九章 间歇式染色机及配套工程
第一节 间歇式染色机的主要结构特征
一、溢喷染色机的结构与形式
二、气流染色机的结构与形式
三、间歇式平幅染色机的结构与形式
第二节 典型间歇式织物染色机
一、溢流染色机
二、喷射染色机
三、溢喷染色机        
        
     
四、气流染色机
五、卷染机
六、经轴染色机
七、冷轧堆染色机
第三节 间歇式染色机的选型与配置
一、织物品种的适用范围
二、设备主要技术性能和技术特征
三、高温高压染色设备的使用
四、间歇式染色机的配置       
        
        
        
        
第四节 公用工程
一、供水系统
二、排水系统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三、供汽
四、供电
五、压缩空气
第五节 辅助设施
一、染化料调配室
二、化验室及物理实验室
三、生产污水处理
参考文献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织物间歇式染色技术>>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染料在纤维中的扩散规律可表现上染过程中纤维上的染料浓度分布状态，可根据一
定时间内上染到纤维中的染料浓度来求得。
染料分子小，纤维微隙大，染料在纤维内扩散所受阻碍小，有利于染料分子的扩散。
相反，合成纤维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拉伸或热处理不匀会使纤维的结构不均匀，染色后会出现不匀现
象。
染料和纤维分子间的作用力大，直接性高，就会造成染料在纤维中的扩散困难。
所以，提高染色温度，能够增加染料分子的动能，同时促进纤维膨化，使纤维微隙增大，有利于提高
染料的扩散速率。
 2.纤维中染料扩散模型 当染料分子被吸附在纤维表面后，纤维表面的染料浓度高于纤维内部的染料浓
度，染料就向纤维内部扩散。
染料是如何向纤维内部进行扩散，有两个模型假说，即孔道扩散模型和自由体积扩散模型。
它们分别对亲水性纤维和疏水性纤维的染料扩散过程进行了解释。
 （1）孔道扩散模型。
该模型认为在纤维中存在许多曲折而相互贯通的小通道，染色过程中水分子与纤维接触时，会进入纤
维内部并使之溶胀，增大了孔道直径。
这时染料分子或染料离子在浓度差的作用下，可通过这些充满水的微细孔道向纤维内部扩散，并且可
吸附在孔道的壁上。
吸附在孔道壁上的染料不扩散，与孔道中的染料逐步形成一个吸附和解吸共存的平衡状态。
孔道扩散模型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染料在亲水性纤维中的扩散，二是在玻璃化温度以下染色的疏水
性纤维中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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