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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纺织助剂作为一类不可缺少的辅助化学品目前广泛应用于现代纺织工业中的预处理、染色、印花
和后整理等多个加工环节，在缩短生产流程、提高加工效率、节能减排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纺织品
质量和增加最终制品的附加值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百年来，纺织助剂作为精细化工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近代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而不断进步，不仅
种类繁多，而且应用广泛，几乎遍及纺织品化学加工的所有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传统纺织工
业的现代化，因此近二十年来受到了纺织工业和精细化工业的普遍重视。
我国正处于从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转变的进程中，在全球纺织工业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既有深厚
的纺织工程技术知识，又具备专业精细化工理论的复合型人才越来越受到社会和相关企业的青睐。
为此我们在十余年的教学和科研积淀基础上，特别是结合近年来的工作体会和感悟编著了此教材，从
表面活性剂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酶化学、纳米材料化学和环境化学等层面上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
和论述了现代纺织工业中所使用的各种纺织助剂的化学结构和组成、合成反应和制备方法以及应用特
性，不仅使纺织工程类学生掌握纺织助剂中的化学原理，而且可使化工类学生了解纺织助剂的特性问
题，以期他们能在将来的工作中有的放矢地研发、生产和应用纺织助剂。
　　在题材选取和内容编辑方面，我们注重工科院校学生的特点，力求观点明确、深入浅出、理论联
系实际，并考虑理论历史发展过程和人们认识问题的基本规律，使教材内容安排合理而流畅，写作方
式规范而通俗，以利于初学者能够正确掌握相关的知识重点。
　　全书由董永春主持编写，刘春燕老师等参加编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二章的部分内
容，研究生韩振邦、赵娟芝、武金娜、杨金库、王志超和李星等完成了部分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初稿的
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尽管作者希望此书能够反映纺织助剂化学的时代特征，但是由于学识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
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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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纺织助剂所涉及的表面活性剂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酶化学以及纳米材料化学知识的基
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现代纺织工业中所使用的各种纺织助剂的化学结构和组成、合成反应和制备
方法以及应用特性，并结合目前生态纺织的要求讨论了纺织助剂的环境生态学问题。
    本书可以作为轻化工程专业的核心教材，还可以用作精细化工和纺织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并可供相关行业从事研发、生产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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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天然聚合物及其衍生物　　（1）多糖类聚合物：以葡萄糖环为基本结构单元，通过苷键连接而
成的聚合物，主要包括淀粉衍生物、纤维素衍生物、植物胶、海藻衍生物及甲壳素等。
　　（2）多肽类聚合物：以氨基酸为基本结构单元，通过肽键连接而成的蛋白质聚合物，如动物胶
、干酪素及血朊等。
　　（3）多核酸类聚合物：主要指具有生物活性的生物酶，如淀粉分解酶、纤维素分解酶、蛋白质
分解酶、果胶解聚酶和脂肪分解酶等。
　　（4）其他天然聚合物：天然橡胶和木质素等。
　　2.合成聚合物　　（1）聚合型：一般由连锁聚合而得到，主要包括不饱和聚合型和开环聚合型。
其中不饱和聚合型聚合物是由含有不饱和键的单体聚合而得到的聚合物，如丙烯酸系聚合物和乙烯基
聚合物等。
开环聚合型聚合物是通过开环聚合反应而形成的聚合物，如聚硅氧烷系化合物等。
　　（2）缩聚型：通过缩合反应（脱水、氨及卤化氢等）反复进行而得到的聚合物，主要包括加成
缩合型聚合物，如脲醛、氰醛等氨基树脂，以及聚缩合型聚合物，如聚酯等。
　　（3）加成聚合型：由含有不饱和基团单体和含有活性氢的单体加成聚合而得到的聚合物，如聚
氨基甲酸酯等。
　　二、形态分类　　纺织助剂一般为液体型和固体型产品，其中以液体型产品最多，特点是调配容
易、计量准确和使用方便。
液体型又可分为溶剂型、乳液型和水溶型。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和防止火灾事故发生的需要，乳液型和水溶解型产品的比例逐渐增加，而且其
性能也在不断地改进中。
固体型产品的特点是易于运输和贮存，其形态大多数为颗粒状、薄片状、微球状或粉末状，其中固体
型精练剂和退浆剂多为颗粒状或微球状，而固体型柔软剂和防水剂以片状产品居多，此外部分浆料和
生物酶则属于粉末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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