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染行业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及建议
刘添涛，林琳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北京 100027）
作者简介：刘添涛（1987—），女，山西人，硕士，主要研究印染行业节能减排技术，E-mail：
liutiantao2010@126.com。
摘要：主要分析了印染行业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包括相关环保标准体系建设、清洁生产技术应用、末端

治理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进展。分析了印染水污染防治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具体措

施，提升水污染防治工作质量。

印染行业智能制造发展现状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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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翔，男，山东青岛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纺织行业标准、计量、检测等研究工作。

摘要：印染行业作为传统制造业，实施智能制造是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主要介绍了印染行业

智能制造进展及面临的短板，并给出了下一步发展建议。

涤纶织物的阻燃、防水复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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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红玉（1972—），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纺织染整加工原理与技术的研究。

摘要：多功能复合整理是指将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复合于同一种纺织品的技术，以提高纺织品的档次和附

加值。采用阻燃、染色同浴法对织物进行染色，同时赋予织物阻燃效果，再对织物进行防水整理，使织物

具有较高的阻燃、防水性能。测试复合整理对织物色变、撕破强力等的影响，以及织物功能的耐洗性。

蚕丝蛋白在涤纶保湿整理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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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冰林（1997—），女，助理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为绿色环保纺织印染助剂。

通信作者：王明亮（1983—），男，高级工程师，E-mail：wangml342@163.com。
摘要：采用浸轧法将蚕丝蛋白整理到涤纶织物上，测试处理后织物的回潮率、吸湿性、耐洗性等指标，优

化整理工艺及配方。结果表明：整理织物具有一定的耐洗性，吸湿性、回潮率明显改善。整理织物采用酸

性染料染色，直观分析了整理至织物表面的丝素情况。结果表明：酸性染料能够上染蚕丝蛋白处理后的涤

纶织物，且得色均匀，水洗后仍有大部分颜色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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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丰织染有限公司，山东淄博 255100；2.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71）
作者简介：张战旗（1972—），男，山东菏泽人，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纺织印染技术的研究和管理工

作。

摘要：针对现有纯棉面料耐静水压差和含氟防水剂不环保的问题，调整面料组织规格、优选环保防水助剂

并调整防水工艺流程参数，开发耐静水压达 5 200 Pa 以上、防水性达 95分以上的纯棉环保耐静水压面料。



研发的高耐静水压面料经 30次家庭洗涤后，仍具有优异的耐净水压和防水性。高耐静水压面料的无氟防水

整理工艺为：无氟防水剂 SA-9 80 g/L，交联剂 NN-1 15 g/L，120 ℃烘干，再 170 ℃焙烘 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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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叶 厅，男，助理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为染料应用与技术服务。

摘要：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新型活性染料的出现，锦纶/棉混纺织物的酸性/活性染料

一浴法染色工艺得以实现。锦纶/棉混纺织物的酸性/活性染料一浴法工艺代替了传统的二浴法，工艺上有了

很大的改进，大大节省了生产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根据工厂的实际使用情况，新工艺染色稳定，产品

质量符合要求；节电、节汽、节蒸水，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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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羊毛衫传统扎染工艺中耗水耗能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采用超临界 CO2扎染技术对羊

毛衫进行扎染。在单因素实验基础上，以扎染温度、扎染压力、扎染时间和染料用量为因变量，以羊毛衫

ΔE 值为响应值，进行 4因素 3水平的 Box-Behnken中心组合设计和响应面法优化，确定了最佳工艺条件为：

扎染温度 104 ℃，扎染压力 22 MPa，扎染时间 58 min，染料用量 6%（o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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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直接黑 19作为常用的黑色染料，是难处理印染废水的主要成分之一。采用活性炭吸附处理直接黑 19
染料废水，考察活性炭目数、用量、pH、直接黑 19初始质量浓度和吸附时间等因素对直接黑 19吸附性能

的影响。结果表明，活性炭目数越高，活性炭对直接黑 19 的吸附去除率越高；在活性炭用量为 0.1~0.9 g
时，用量越高，越有利于直接的吸附去除；酸性条件有利于活性炭对直接黑 19的吸附去除；直接黑 19染
料的初始质量浓度越高，活性炭对染料的吸附去除率越低；吸附温度在 38 ℃时，活性炭对直接黑 19 的吸

附效果最高；200目活性炭对直接黑 19的最佳吸附时间为 60 min，去除率可达到 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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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hezhipeng@fabricschina.com.cn。
摘要：关于茶叶的研究文献较多，但茶纤维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重点研究了茶纤维的燃烧、化学溶解性

能和截面形态，红外光谱图、液相色谱图的特征以及抗菌性等诸多性能，对了解和应用茶纤维有较大意义。

结果表明，茶纤维的燃烧、部分化学溶解性能和截面形态与常规再生纤维素纤维有特征区别，红外光谱图



呈现常规纤维素纤维的所有特征，液相色谱图则呈现茶纤维主要功能性成分，可以综合利用上述性能对其

加以区分鉴别；此外，茶纤维在 80%甲酸等化学试剂中的溶解性能并不影响其抗菌性能。

弹力化纤针织面料皂洗残液牢度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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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023603@qq.com。
摘要：弹力化纤针织面料皂洗残液牢度因测试方法简单快速有效，测试成本低，逐渐得到较多制衣工厂的

认可和采用。解释了皂洗残液牢度，并探讨了皂洗牢度的测试方法差别。皂洗残液牢度测试结果互相认可

的前提是皂洗残液牢度测试方法和品质标准统一。剖析影响皂洗残液测试结果的差异因素，主要有皂洗时

间、皂洗温度、皂洗浴比、测试标准样面积以及标准皂洗溶液配制。

仿生元素在个性化定制女装设计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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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淑聪（1978—），女，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服装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民间刺绣艺术研

究。

摘要：随着自然生态情怀的觉醒，服装设计师从大自然中搜索和寻找新的设计灵感，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

多元化的情感需求。仿生设计是设计者从自然界中感知并获取艺术创造的养分，通过模仿、借鉴、艺术再

加工等设计手段合理地运用到个性化定制女装设计中。剖析大量优秀的仿生设计案例，并通过分析、比较

归纳得出常见的个性化定制女装仿生设计手段有：造型仿生、色彩仿生、材料仿生、功能仿生、综合仿生，

再就各类型仿生设计手段提出相应的设计原则和设计思路，旨在为仿生元素在个性化定制女装设计中的运

用提供可行的参考意见，从而提升定制女装产品的溢价能力和品牌价值。

汉字元素在潮牌设计中的应用分析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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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佳美（1999—），女，浙江宁波人，本科，嘉兴南湖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摘要：汉字元素于服装中的应用历史悠久且形式丰富，但在时尚化消费高速发展的今天，其市场份额却远

远不如英文图案。采用问卷调研和设计实践的方法，对影响此类服装购买因素的关注点及创新应用的可接

受度进行分析。将得出的结论进行细化分析，给出针对性建议，包括文字内涵表达、可应用渠道选择、布

局侧重点考量、艺术化再设计的创新点以及需要注意和规避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