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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纺织工业是我国十分重要的传统支柱产业，在消化新增就业人口、稳定社会局面、增加消费和促
进出口创汇等多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
涤纶是化学合成纤维中最重要的纤维之一，自问世以来发展十分迅速。
近年来，涤纶的新产品不断涌现，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新产品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
活。
如何更好地稳定和提高常规涤纶机织物和新型混纺织物的染整加工技术，是每一位印染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
　　本书对近年来出现的典型涤纶产品加工技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加工这些典型产品的工艺设备
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提出了关键设备的操作注意事项，总结了相关产品的开发思路，结合生产实际讨
论了典型产品工艺设计的心得体会，概括了产品检验的常规要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的纺织工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不断促进我国纺织品出口增长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的贸易壁垒使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增长缓慢。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需求会逐渐凸显。
整个纺织工业，特别是印染行业的节能减排进一步推动了整个行业的产业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广和深入研究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染整加工技术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由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染整教研室的老师编写，第一章 由张炜栋编写，第二章 由黄旭编
写，第三章 由季莉编写，第四章 由邵改芹编写，第五章 由季嫒编写，第六章 由贺良震编写，全书由
贺良震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多方的关心和指导，并参阅和弓l用了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和学者的专著。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的沈志平教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列出的涤纶及其混纺织物染整加工实例，主要根据作者近年来的研究课题整理而成。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和不足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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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涤纶及其混纺织物染整加工生产实践为基础，从原料分类、坯布分类、前处理加工、染料助剂
选择、工艺设计与设备操作、产品的染色加工和后整理、产品检验等多个方面，论述了产品加工的控
制方法和控制重点。
作者结合近年来涤纶及其混纺织物产品的发展情况，讨论了新产品开发的思路及其工艺。
    本书叙述平实，深入浅出，可操作性强，适合印染厂的生产技术人员、产品开发人员和高职类院校
染整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学生阅读，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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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涤纶自问世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涤纶为代表的化纤产量已经超过了以棉纤维为代表的天然纤维产量。
据估算2006年涤纶长丝产量为991.33万吨，涤纶短纤产量为613.28万吨，总产量已经达到了1600万吨以
上，相关具体数据见表1－1。
表中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纤维产量连续多年增长，为纺织印染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
。
在我国生产的化学纤维中，合成纤维占92％以上，再生纤维的数量仅占不到8％，增长缓慢。
从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来看，再生纤维的总量发展虽有提高，但数量的增加速度会进一步
放慢。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我国化纤总产量为2404.6万吨，占全球产量的51％，其中涤纶产量为2004.5万吨
，占全球产量的66％。
由此可见，近年的合成纤维产量仍然呈强烈的上升趋势，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化纤生产大国的地位不会
受到挑战。
所以无论是从全球纤维产量来看，还是从我国纤维产量来看，涤纶都是非常重要的纺织原料。
　　随着纺织品国际贸易竞争进一步加剧，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更高的市场准人条件，给国内
纺织印染行业直接参与纺织品国际贸易带来了明显障碍。
技术壁垒替代贸易壁垒，保护其国内从业人员就业机会，已成为纺织品贸易大战的导火索。
如何加强纺织品在印染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如何在技术上合理地规避可能产生贸易摩擦的敏感问
题，如何满足国外客户的潜在需求，这一切都需要国内印染行业的从业人员认真学习和掌握。
随着涤纶及其混纺织物产量的不断增加，化纤应用领域也从传统的服装行业逐渐向汽车、建筑、楼房
室内外装饰、劳动保护和家用纺织品等领域迅速扩张。
所以，研究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染整加工方法，对于促进纺织行业的不断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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