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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去锰剂的配制及其在牛仔布上的应用

许晓锋， 郑庆康， 郑进渠
（四川大学 轻纺与食品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 复配了一种新型去锰剂，通过测量牛仔布的 Ｋ ／ Ｓ 值来表征去锰效果，将新型去锰剂与传统去锰剂进行去锰效果对比，
并探究了其对经过高锰酸钾处理的不同染料上染的牛仔面料的最佳去锰工艺。 结果表明，由二氧化硫脲 １０％、过碳

酸钠 １５％、氢氧化钠 １５％、元明粉 ６０％复配而成的新型去锰剂，其用量仅为焦亚硫酸钠的近 １ ／ ３ 即可达到传统去锰剂

的使用效果，成本节约，生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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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钾具有漂白杀菌、消毒防腐作用，被广泛应

用于纺织、农业、医药等领域，尤其在牛仔面料的仿旧

处理中具有良好效果［１，２］。 然而，牛仔布经高锰酸钾

处理后，残余的高锰酸钾和二氧化锰具有一定的颜色，
使得牛仔织物的白度和仿旧效果受到影响。 此外，锰
是重金属元素，残留于布上会对人体皮肤造成损伤。
因此，牛仔布在高锰酸钾处理后去除布上的锰离子是

必不可缺的重要工序。
目前工业上常采用草酸、焦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

等传统原料作为去锰剂去除布面上的锰离子，但是成

本偏高，刺激性气味较浓，不环保，对人体皮肤损伤较

大，难以满足新时期的生产及服用要求［３］。 为了达到

稳定环保、质优成本低的去锰效果，本研究复配了一种

符合现代要求的新型去锰剂，并与传统的去锰剂进行

去锰效果对比，还探究了其对经高锰酸钾处理的不同

种类染料上染的牛仔面料的最佳去锰工艺，为生产中

去锰实践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材料及设备

（１）牛仔布，３４０～４５０ ｇ ／ ｍ２，浙江达丰纺织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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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制。
（２）直接黑、活性染料 Ｂ－ＢＧＦＬ、靛蓝、硫化蓝，泰

州染化料厂制；精练酶 ＢＦ－１０、渗透剂 ＪＦＣ、多功能染

色剂 ＢＦ－８５１９、螯合分散剂，四川益欣化工有限公司

制；元明粉、碳酸钠、保险粉、氢氧化钠、焦亚硫酸钠、碳
酸氢钠、９８％ ＨＡＣ、６７％ Ｈ２Ｏ２、过硼酸钠、高锰酸钾、磷
酸、二氧化硫脲、过碳酸钠，四川科龙化工试剂厂制。

（３）电子天平 ＨＸ５０２Ｔ，上海天平仪器厂制；Ｘ－ｒｉｔｅ
８２００ 型台式电脑分光光度计，美国爱色丽公司制；万
用电炉 ＤＬ－１ ２２０Ｖ、ＨＨ－Ｓ 恒温水浴锅、ＨＮ１０１－１ 数

显电热鼓风干燥箱（２２０ Ｖ），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

公司制。
１．２　 试验工艺

１．２．１　 退浆工艺流程

退浆（精练剂 ＢＦ－１０ ３％，ＪＦＣ １ ｇ ／ Ｌ，６７％双氧水 ６
ｇ ／ Ｌ，浴比 １ ∶２０） →煮布 （ １００℃，３０ ｍｉｎ） →热水洗

（８０℃）→冷水洗→干燥。
１．２．２　 染色工艺

１．２．２．１　 直接染料染色工艺流程

常温入染 （直接黑 ６％，浴比 １ ∶２０） →升温至

１００℃（２℃ ／ ｍｉｎ）→加入元明粉（８０ ｇ ／ Ｌ）→沸染（１ ｈ）
→水洗、干燥。
１．２．２．２　 活性染料染色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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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入染（活性翠蓝 Ｂ－ＢＧＦＬ ４％，浴比 １ ∶２０）→
升温至 ７０℃ （２℃ ／ ｍｉｎ）→加入元明粉（８０ ｇ ／ Ｌ，保持

１５ ｍｉｎ）→加入烧碱 （ ３５ ｇ ／ Ｌ，保持 ３０ ｍｉｎ） →水洗

干燥。
１．２．２．３　 还原靛蓝染色工艺流程

染液 ４０℃ 预处理 ２０ ｍｉｎ （ 靛蓝 ６％， 保 险 粉

１０ ｇ ／ Ｌ，烧碱 １０ ｇ ／ Ｌ，多功能染色剂 ＢＦ－８５１９ ２ ｇ ／ Ｌ，浴
比 １ ∶２０）→布样染色（４０℃，２０ ｍｉｎ）→水洗→浸渍氧

化液 ２ ｍｉｎ（双氧水 ２ ｇ ／ Ｌ）→水洗干燥。
１．２．２．４　 硫化染料染色工艺流程

染液 ７０℃预处理 １５ ｍｉｎ（硫化蓝 ２ＢＮ ５％，硫化碱

１２％，ＮａＨＣＯ３，螯合分散剂 ０．５ ｇ ／ Ｌ，浴比 １ ∶２０）→布样

染色（７０℃，５ ｍｉｎ）→加入 ＮａＣｌ（１０ ｇ ／ Ｌ，５ ｍｉｎ）→加入

ＮａＨＣＯ３（５ ｇ ／ Ｌ，３０ ｍｉｎ）→水洗→浸渍氧化液（过硼酸

钠 ７ ｇ ／ Ｌ ，９８％ ＨＡＣ ６ ｇ ／ Ｌ）→水洗干燥。
１．２．３　 牛仔面料喷马骝工艺

将高锰酸钾溶液（高锰酸钾 ∶磷酸 ∶水＝ １ ∶１ ∶１０）均
匀涂于布样正面，至通风处 １ ｈ。
１．２．４　 去锰工艺

取喷马骝处理的牛仔面料置于去锰溶液（去锰剂

２ ｇ ／ Ｌ）中，在 ５０℃下处理 ２０ ｍｉｎ，后水洗干燥，待测试。
１．３　 测试方法

本实验采用 Ｘ－ｒｉｔｅ ８２００ 型积分碱式分光光度计

来测定 Ｋ ／ Ｓ 值。 通过测色配色仪测得染色织物的 Ｋ ／ Ｓ
值，可表示染料在织物上的得色率，Ｋ ／ Ｓ 值越大，表示

颜色越深；Ｋ ／ Ｓ 值越小，表示颜色越浅。

２　 试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新型去锰剂的复配

２．１．１　 新型去锰剂的组分

二氧化硫脲具有较高的还原电位、分解速度慢、稳
定性高、环保无毒等优良性能，可作为去锰剂的主要成

分。 在碱性条件下，二氧化硫脲生成亚磺酸，具有可以

控制还原过程的作用，而且用量少即可获得较好的效

果。 过碳酸钠可使被还原的二氧化硫脲保持较好的还

原性能，从而提高去锰剂的有效性。 过碳酸钠的用量

应略高于二氧化硫脲。 此外，元明粉可以作为填充剂，
提高去锰剂的稳定性，便于储存使用。 因此，本实验新

型去锰剂选择以二氧化硫脲、过碳酸钠、氢氧化钠和元

明粉复配而成。
２．１．２　 新型去锰剂的配制及效果

考虑到要保证试剂在充分碱性条件下保持二氧化

硫脲的还原性能，本实验具体配方为：二氧化硫脲

１０％，纯碱 １５％，过碳酸钠 １５％，元明粉 ６０％。 选择与

目前生产常用的去锰剂焦亚硫酸钠进行效果对比，参
照 １．２．４ 工艺条件进行去锰处理，去锰作用对比见表

１。
表 １　 新型去锰剂与焦亚硫酸钠效果对比

牛仔布种类 焦亚硫酸钠（４ｇ ／ Ｌ） 新型去锰剂（１．３ｇ ／ Ｌ）

直接染料上染布 ３．２１ ２．８１７

活性染料上染布 ０．６０９ ０．５０３

还原染料上染布 ０．７４８ ０．６２３

靛蓝染料上染布 １．３６０４ １．０５４

由表 １ 可知，新型去锰剂在用量仅为焦亚硫酸钠

近 １ ／ ３ 的条件下，直接、活性、还原和靛蓝染料上染的

牛仔布的去锰效果均优于焦亚硫酸钠，可见，新型去锰

剂的使用可以节约成本。
２．２　 新型去锰剂上染牛仔布的去锰应用工艺

２．２．１　 新型去锰剂用量对去锰效果的影响

选择不同用量的去锰剂，参照 １．２．４ 工艺条件分

别对不同染料上染牛仔布进行去锰处理，效果见图 １。
可见，随着用量的增加，各种牛仔布的 Ｋ ／ Ｓ 值都发生

了明显的下降，但当用量超过一定程度时，Ｋ ／ Ｓ 值变化

缓慢。 其中，直接染料上染的牛仔布在用量为 １．５ ｇ ／ Ｌ
时效果最好，活性、还原和靛蓝染料在用量为 ２ ｇ ／ Ｌ 时

达到较佳的去锰效果。 当用量少时，二氧化硫脲均能

还原高锰酸钾和二氧化锰，有效去除其在布面上的颜

色，导致 Ｋ ／ Ｓ 值下降；当布面上的高锰酸钾和二氧化

锰反应完全后，再增加用量时，Ｋ ／ Ｓ 值几乎不再变化。

图 １　 新型去锰剂用量对去锰效果的影响

２．２．２　 新型去锰剂处理温度对去锰效果的影响

在选择不同的处理温度参照 １．２．４ 工艺条件分别

对不同染料上染牛仔布进行去锰处理，效果见图 ２。
可见，随着温度的提高，各种牛仔布的 Ｋ ／ Ｓ 值都发生

了明显的下降，但当温度超过一定程度时，Ｋ ／ Ｓ 值反而

回升。 其中，直接和活性染料上染的牛仔布，其去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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