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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21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化学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诸多科技领域。
同样，化学也不断地渗透到纺织工程领域。
纤维的改性、新型纤维的开发及其在工业、农业、国防、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应用和纺织加
工中涉及的浆料、助剂、水质及其技术，无不与化学密切相关。
因此，将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纺织技术相结合，认识、分析并解决纺织T程中的有关化学问题是非常
必要的，这将为推动纺织技术发展和培养基础厚、专业宽的创新人才打下基础。
　　多年来“纺织应用化学”一直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学位必修课程。
事实证明，众多的纺织工程专业学生及科研人员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岗位上，均从中受益匪浅。
　　本书在苏州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安徽农业大学等学校的师生多年使用原《纺织应用化学》讲义
及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更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纺织工程中运用的有关化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比如，第一章对高分子化合物作专门介绍，为学习纺织纤维及纺织浆料等高聚物提供了系统的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
第二章系统地介绍了纤维素纤维、蛋白质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合成纤维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纤
维，从纤维的化学结构人手分析其结构、性能和改性，并引入当前最新型的纤维等纺织学科的新颖内
容。
第三章在介绍浆料的化学结构特点和上浆性能等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各种浆料的制备、结构、性能
及其应用和测试，具有理论性和实用性。
第四章在介绍表面活性剂的化学结构特点和作用原理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纺织工业中所用的表面活
性剂，为开发新型表面活性剂及其在纺织中的选用提供了化学理论基础。
纺织工业是用水大户，第五章重点介绍了水质指标、水质分析、水质改良及废水处理等内容，将水化
学与纺织密切结合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本书由苏州大学张幼珠、卢神州、田保中和浙江理工大学郑今欢以及安徽农业大学黄晨、胡凤霞
、王健编写。
全书共五章，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卢神州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的2.1及2.3.1和2.3.2并负责修改部分章节
；胡凤霞编写第二章的2.2.1至2.2.5；黄晨和王健编写第二章的2.2.6及2.3.3和2.3.4；张幼珠编写第三章；
郑今欢编写第四章；田保中编写第五章并负责修改部分章节。
全书由苏州大学张幼珠教授统稿，由浙江理工大学封云芳教授审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获得苏州大学精品教材立项项目资助，也得到了苏州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
安徽农业大学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本书也是众多专家和老师多年来教学和科研实践的总结和成果。
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编写水平有限，尚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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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纺织应用化学》介绍并讨论了有关纤维材料和纺织加工中涉及的浆料、助剂、水质及有关化学
问题。
全书共分五章，在阐述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前提下，系统、全面地介绍
了各类纺织材料、纺织浆料的结构、性能、改性及其应用和有关化学理论，并引入新型纺织纤维及浆
料的有关内容；介绍了各类表面活性剂及纺织助剂的结构、性能及其在纺织工业中的应用；介绍了纺
织工业用水的水质指标、分析、改良及废水处理等内容。
　　《纺织应用化学》为纺织服装高等教育“十一五”部委级规划教材，可用作高等工科院校纺织工
程、纺织材料及纺织品设计、非织造材料、轻化工程以及高分子材料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教
材，也可供从事纺织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和企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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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中的应用4.4.2　在染整加工中的应用第五章　纺织工业用水5.1　天然水中的杂质5.1.1　悬浮物
质5.1.2　胶体物质5.1.3　溶解物质5.2　水质指标及水质分析5.2.1　水样的采集和保管5.2.2 水质指标及
其测定方法5.2.3　硬度与碱度的关系5.2.4　碱度与pH值的关系5.3　水质改良5.3.1　水的混凝、澄清和
过滤处理5.3.2　水的离子交换软化5.4　水质对纺织生产的影响5.4.1　制丝行业生产对水质的要求5.4.2
　染整用水5.4.3　洗毛用水5.4.4　喷水织机织造用水5.4.5 锅炉用水5.5　纺织工业废水处理5.5.1　纺织
工业废水的主要来源5.5.2　纺织工业废水的主要特性5.5.3　主要废水处理方法5.5.4　纺织工业废水处
理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纺织应用化学>>

章节摘录

　　本体聚合工艺简单，工艺流程较短，产品比较纯净，无需后处理即可直接使用。
但本体聚合体系粘度大，聚合热不易导出，容易产生局部过热，轻则使产品变黄，影响产品质量，重
则引起爆聚，使聚合失败。
同时，由于自动加速现象严重，使聚合物相对分子质量分布变宽。
　　为了使本体聚合能够顺利进行，必须采取以下措施：①均聚速率较低的单体（如甲基丙烯酸甲酯
）宜采用本体聚合，而均聚速率较高的单体（如醋酸乙烯）不宜采用本体聚合；②采用预聚和聚合两
段进行，并且在不同聚合阶段控制不同的聚合温度。
　　（2）悬浮聚合悬浮聚合是指溶有引发剂的单体借助于悬浮剂的悬浮作用和机械搅拌，使单体以
小液滴形式分散在介质水中的聚合过程。
溶有引发剂的一个单体小液滴，就相当于本体聚合的一个单元，因此悬浮聚合也称为小本体聚合。
悬浮聚合中的主要组分是单体、引发剂、悬浮剂和介质水。
　　单靠机械搅拌剪切力所形成的分散体系是不稳定的，为了使单体液滴成为稳定的分散体系，必须
加入一种具有悬浮作用的悬浮剂。
悬浮剂能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对单体液滴起保护作用，防止单体液滴粘结，使不稳定的分散体系变为
较稳定的分散体系，这种作用称为悬浮作用或分散作用。
具有悬浮作用的物质称为悬浮剂或分散剂。
常用的悬浮剂有两类：一类是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一类是不溶于水的无机粉末。
　　悬浮聚合中产生的大量热可通过介质水有效排除，因此，减缓了自动加速现象，不易造成局部过
热。
从而使聚合反应容易控制。
同时，聚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较高，相对分子质量分布较窄。
悬浮聚合工艺过程比较简单，聚合周期较短，产品只需要简单的后处理便可应用。
但悬浮聚合的设备利用率较低。
若产品中含有残存的悬浮剂，将影响产品的电性能。
悬浮聚合的优点较多，是工业上广泛采用的一种聚合方法。
　　（3）溶液聚合溶液聚合是指单体、引发剂在适当溶剂中的聚合过程。
溶液聚合的组分是单体、引发剂和溶剂。
　　溶液聚合中由于溶剂的引入，一方面降低了体系的粘度，推迟了自动加速现象的出现，聚合反应
容易控制，聚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较窄；另一方面，链自由基向溶剂的转移反应降低了聚合物的
相对分子质量。
溶剂的回收和提纯会使工艺过程复杂化。
　　（4）乳液聚合乳液聚合是指单体在乳化剂的作用下分散在介质水中的聚合过程。
乳液聚合体系是非常稳定的分散体系，似牛乳状。
其主要组分是单体、乳化剂、水溶性引发剂和介质水。
乳化剂能降低水的界面张力，有增溶作用，能使单体和水组成的分散体系成为稳定的难以分层的乳液
，这种作用称为乳化作用。
乳化剂是一种表面活性剂。
　　乳液聚合中，聚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可以很高，但体系的粘度却可以很低，故有利于传热、搅拌
和管路输送，便于连续操作。
另外，乳液聚合速率大，利用氧化还原引发剂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进行聚合。
因此，直接利用乳液的场合（如乳胶粘合剂、乳液泡沫橡胶、糊用树脂）更宜采用乳液聚合。
但其生产成本较悬浮聚合高，产品中的乳化剂难以除净，影响聚合物的性能。
　　1.2.3.2 缩聚反应实施方法　　很多杂链高聚物通过缩聚反应合成。
缩聚反应的实施方法主要有熔融缩聚、溶液缩聚、界面缩聚和固相缩聚等。
　　（1）熔融缩聚熔融缩聚是将单体、催化剂和相对分子质量调节剂等投入反应器中，加热熔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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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高聚物的过程。
熔融缩聚是工业上和实验室中广泛采用的聚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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