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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染料印花糊料 BDP的研究及应用 

刘蕴慧， 张宗亮，高 鹏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青岛 266400) 

摘 要 对分散染料印花糊料BDP的性能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应用试验。结果表明：BDP性能良好，其给色 

量高于传统海藻酸钠印花糊料，且应用后印花轮廓清晰、匀染性佳，是一款具有优良性价比的分散染料印花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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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isperse dyes printing paste BDP 

LIU Yun-hui，ZHANG Zong-liang，GAO Peng 

(QingdaO Bright Moon Group Company，Qingdao 266400，China)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disperse dyes printing paste BDP was investigated and its application was carried ou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P presented good performance．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rinting paste sodium alginate，the BOP 

had higher color yield，clearer outline after printing and better levelling property，which revealed that BOP was a disperse 

dye printing paste with excellent cost-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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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糊料是指在色浆中能起增稠作用的高分子 

化合物，能溶于水或在水中充分溶胀而分散，制成 

具有一定粘度的稠厚的胶体溶液，保证印花加工的顺 

利进行。在印花生产中，印花糊料具有重要的作用： 

使色浆具有一定的粘度，防止印花及固色过程花形渗 

化；作为染料对纤维着色的传递介质，起载体作用； 

粘着作用，使染料和助剂能均匀地粘着于纤维。因此， 

印花糊料的性能直接影响印花产品的质量和成本，是 

印花的重要原料 【l】。 

长期以来，海藻酸钠一直是一种应用比较广泛 

的分散染料印花糊料，然而由于其来源受到一定的限 

制，且随着其在食品和医药行业的应用，成本明显提 

高。因此，海藻酸钠的部分或全部替代品的开发应用 

成为印花行业中关注的重点。BDP为青岛明月海藻 

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一种由改性植物胶与海藻酸钠 

复配而成的分散染料印花糊料，本文对 BDP的性能 

及应用进行了研究。 

1 BDP性能测试试验 

1．1 理化性能 

BDP为褐色粉末状态，可溶于冷水，在水中 

分散性较好，6％水溶液的粘度为 20 000～25 000 

mPa·S，pH为6．5～7．5，水分含量 <15％。 

1．2 粘度 

粘度是印花糊料的重要指标，它是决定印花色 

浆粘度的主要因素。通常，印制精细花纹，需要较高 

粘度的色浆，而印制大块面，满底花型则需要相对较 

低粘度的色浆。 

将样品配制成不同质量分数的BDP水溶液，用 

BROOKFILD粘度计 (4号转子，20 r／min)测定其20 

℃的粘度。 

影响糊料粘度的因素主要有糊料质量分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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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质、染料等。 

1_2_1 糊料质量分数对粘度的影响 

由图l可看出，BDP水溶液粘度随质量分数的上 

升而上升。结合印花经验可以得出，印花色浆含有5％ 

以上的BDP，其粘度即可适应印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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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DP水溶液粘度 一质量分数关系曲线 

1．2．2 电解质对粘度的影响 

由图2可看出，电解质质量分数在 2％以下时， 

BDP原糊粘度明显下降，此后，继续增加电解质用量， 

粘度变化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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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BDP水溶液粘度 一电解质质量分数关系曲线 

1-2．3 染料对粘度的影响 

由表 1可看出，加人 0．5％的分散红染料时， 

BDP的粘度略有下降，继续增加分散红的质量分数， 

BDP的粘度变化较小，均在测定误差范围内。由此可 

知，染料分散红的加入对 BDP原糊的粘度影响较小。 

表 1 染料对 BDP粘度的影响 

分散红质量分数(％)BDP粘度 ／(mPa·s)BDP粘度下降率(％) 

1．3 印花粘度指数 

印花粘度指数 (PVI)是衡量糊料性能的指标之 

一

， P 6o／ 6，其中： 6o为转速 60 r／min时的溶 

液粘度；／．t 为转速6 r／min时的溶液粘度。测试仪器： 

BROOKFILD粘度计；测试温度：20℃。 

BDP的Pw= 6o／ 6=7 630／16 000=0．46， 说 明 

BDP原糊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1．4 抱水性 

1．4．1 原糊的配制 

取5 kg糊料缓慢加入高速搅拌的95 kg水中，连 

续搅拌至糊料完全溶解，放置去泡，即得到5％的原糊。 

1．4．2 试验过程 

用 100 mL烧杯称取原糊 25 g(精确至 0．1 ，加 

入 25 mL水，搅拌均匀。然后将 10 cm X 1 cm标有刻 

度线的滤纸插入糊内 1 cm处 (使糊面刚好与刻线一 

致 )。插入后即开始记时，在 30 min时记录水分上 

升的高度。水分上升越高，表明一定时间内游离析出 

的水分越多，即水合性 (抱水性 )越差，在织物印花 

时色浆越易发生渗化。 

BDP 30 min的水分上升平均高度为0．09 cm，说 

明具有优良的抱水性。 

1．5 脱糊性 

脱糊性采用失重法进行测试 『2】：剪取 20 cm×20 

cm织物，拆去边纱，恒重后，称取其质量m (精确 

到小数点后面4位数 )。在织物上印制好图案，预烘、 

高温焙烘，恒重后，称取其质量m，。将此织物经冷 

水洗、热水洗、皂洗、热水洗、冷水洗 (洗涤时严防 

边纱脱落 )后烘至恒重，称取其质量埘，，然后计算 

脱糊率=(埘2一mo)l(ml—m2)X 100％。 

BDP的脱糊率为95．6％，说明脱糊性较好。 

2 BDP应用试验 

选用国内分散染料印花用的海藻酸钠与BDP糊 

料进行了印花对比试验。试验织物：45 cm×45 cm 

涤纶，糊料配比： (1)BDP 6％，水94％； (2)海 

藻酸钠6％，六偏磷酸钠 l％，水93％。工艺配方： 

分散染料5．16％，防染盐 s 1．84％，尿素 5．28％，硫 

酸铵 1．72％，糊料86％。工艺流程：白布一印花一预 

烘一焙烘一还原水洗一烘干。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BDP印花性能及其与海藻酸钠的比较 

注：渗透性是用灰色样卡比较的结果 (从织物反面 

对比)。 (下转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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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酯化时间 

综合白度、强力、回复角的数值来看，如果要 

求回复角大的话强力相应的就会小。由表9可知，最 

大的回复角是当反应时间为 1 h的时候，此时回复角 

为 233．6。，就这一个反应时间时回复角比较突出， 

有的甚至很低。因此选定 1 h为最佳反应时间。 

表 9 酯化时间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2．4 3种柠檬酸新型无甲醛防皱整理剂整理效果的 

对比 

从表 10可以看出，丙三醇柠檬酸酯和聚乙二醇 

(200)柠檬酸酯整理后的织物白度比较接近，且都 

较低，聚乙二醇 (100)柠檬酸酯数值较高。最高值 

和最低值相差约 3个白度值，因此可以看出对白度的 

影响不是很大，肉眼也看不出明显的泛黄。使用聚乙 

二醇 (200)柠檬酸酯整理出来的织物经向强力纬向 

强力损失相对严重。考察防皱整理最终要看折皱回复 

角的高低，从表中可以看出，使用聚乙二醇 (100) 

的缓弹折皱回复角较高之外，其他的都比较低，而此 

时的白度和强力都比较高，整理效果比较理想。 

表 10 3种柠檬酸新型无甲醛防皱整理剂整理效果对比 

3 结论 

(1)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聚乙二醇 (100)柠檬 

酸酯的整理效果最好。 

(2)聚乙二醇 (100)柠檬酸酯的最佳合成工 

艺为：柠檬酸与聚乙二醇 (100)配比为3：1，反 

应温度为 140 oC，反应时间为2 h。 

(3)随着整理剂分子质量的增大，整理出来的 

织物折皱回复角较低，而且强力损失变大；当分子链 

过大，使得整理后交联剂过于松弛，导致纤维受力 

后交联剂上的分力较小，不能使得回弹性增加，而 

且部分整理剂不能进入纤维内部，导致交联度降低； 

只有当分子质量大小合适的整理剂与纤维发生交联 

后，不仅能增加折皱回复角，还能减小强力的损失。 

通过试验得出结论：聚乙二醇 (100)防皱整理剂就 

是防皱效果较好的无甲醛防皱整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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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看出，BDP的各项印花眭能与海藻酸钠相 

近。其给色量高于海藻酸钠，脱糊率则略低于海藻酸钠。 

3 结语 

BDP综合性能良好，其原糊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给色量高于传统海藻酸钠印花糊料，且应用后印花轮 

廓清晰、匀染性佳，适合用于涤纶、锦纶等织物的印 

花，是一款具有优良性价比的分散染料印花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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