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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染料多色拔扎染工艺研究

宋 淑 娟
(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纺织服装系，山东 潍坊 261053)

摘要: 传统的拔扎染虽图案造型独具特色，但色彩单调。活性染料地色具有可拔性，且颜色变化与其

分子结构、活性基团、拔染的工艺条件有极大的关系。文章采用实验对比法，通过四种拔染剂对不同

分子结构的活性染料的拔扎染效果研究分析，确定了保险粉法最适合活性染料多色拔扎染; 对比保

险粉法拔扎染不同工艺条件下的实验效果，确定其多色拔扎染的工艺条件是保险粉 1 ～ 10 g /L，氢氧

化钠 1 ～ 10 g /L，温度 60 ～ 80 ℃，时间 1 ～ 10 min，浴比 1︰30。实验结果表明，保险粉法对常用的活性

染料都有拔染作用，且色彩变化多样; 保险粉的浓度和温度对拔扎染的色彩图案效果影响较大; 适当

地降低拔扎染的工艺条件可以得到斑斓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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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multicolour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technology of reactive dyes
SONG Shujuan

( Textile and Clothing Department，Shan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eifang 261053，China)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is unique，but the color is monotonous． The reactive
dyes is dischargeable，the change of color is related to its molecular structure，active group and dyeing process． In
this paper，experimental comparison method was used． By comparing the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effect of four
discharging agents for reactive dyes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structures，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odium hydrosulfite
method is the most suitable for multicolor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of reactive dyes． By comparing the experimental
effect of sodium hydrosulfite method under different process conditions， the optimum process conditions were
confirmed as follows: sodium hydrosulfite 1 ～ 10 g /L，NaOH 1 ～10 g /L，temperature 60 ～ 80 ℃，time 1 ～ 10 min，
bath ratio 1︰30．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dium hydrosulfite can discharge all the commonly reactive
dyes and change various colors．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sulfite have the larger effect on
color and pattern of color and pattern． The special multicolor effect can be obtained by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the
process conditions．
Key words: reactive dyes; discharging agents; sodium hydrosulfite; multicolor;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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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扎染的研究。

拔扎染是拔染技术在扎染中的应用，区别于拔

染印花，故称其为“拔扎染”或“扎拔染”［1］。拔扎染

是在已经染色的织物上，根据图形设计要求将织物

捆扎，再把拔染剂采用浸、喷或洒的方法施加到捆扎

后的织物上，把未捆扎保护部分的颜色破坏而使颜

色消除或变色，形成白色或浅色的花型［2］。活性染

料拔扎染工艺是指将活性染料染色的织物按需要进

行捆扎( 或用塑料纸包扎) 保护后进行拔染的工艺。
传统拔扎染工艺一般呈现浅底深花或深底浅

花的效果，图案斑驳无序，满足了现代年轻人追求

个性的心理，受到现代设计师的喜爱［2］。但传统的

拔扎染大多色彩单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单调的色彩不能适应现代人对色彩的审美需求，从

而限制其应用和发展。目前，对拔扎染工艺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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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甚少，对拔扎染工艺条件没有较详细的报道。
本文通过对目前生产中常用的活性染料染色织物

在不同工艺条件下的拔扎染色彩图案的变换效果

的分析研究，确定活性染料多色拔扎染的可行性及

适用的工艺条件，从而为多色拔扎染的产品设计及

多色拔扎染的工艺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使拔扎染产

品更具特色且符合时尚审美需求，有利于扎染业的

创新发展。

1 实 验
1． 1 仪器及用具

恒温水浴锅( 常州普天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烧

杯、三角烧瓶等( 市售) 。
1． 2 面 料

纯棉平布( 市售) ，经纬纱细度19． 5 tex ×19． 5 tex，

经纬纱密度 307 根 /10 cm ×260 根 /10 cm。
1． 3 染料及化学药品

食盐、保险粉( 天津市华东试剂厂) ，氢氧化钠、
次氯酸钠、双氧水、高锰酸钾、纯碱、草酸( 烟台市双

双化工有限公司) ，均是化学纯，活性染料。

2 活性染料的拔染性能研究
2． 1 常用拔染剂及拔染机理

2． 1． 1 常用拔染剂

活性染料染色织物拔扎染常用的拔染剂分两

类: 氧化剂和还原剂。氧化剂常用的有次氯酸钠、双
氧水、高锰酸钾，还原剂常用的有 保 险 粉、雕 白 粉

等［3］。由于雕白粉的还原能力不及保险粉，拔扎染

效果也较差［4］，所以本文只选用三种氧化剂和保险

粉进行对比实验。
2． 1． 2 活性染料拔扎染机理

活性染料拔扎染是通过氧化或还原破坏染料分

子结构中的发色基团和染料-纤维结合键而实现的。
染料分子结构的破坏: 氧化剂对活性染料分子

结构的破坏表现在可使染料中的偶氮基分解、氨基

氧化、羧基甲基化［5］。还原剂可破坏活性染料分子

中的偶氮基，使其断裂成两个氨基，活性基连接在染

料的重氮组分上的染料能够拔白，活性基连接在染

料的偶合组分上不能拔白，因为与纤维结合的组分

有颜色。还原剂对金属络合的活性染料不容易拔

染，对酞菁、蒽醌结构的染料不能够拔白［6］。
染料-纤维结合键的断裂: 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破

坏作用及染料-纤维结合键的水解［7-8］。
2． 2 工艺流程

活性染料染色→捆扎→浸水→拔染→水洗→皂

洗→解开捆扎→水洗→干燥。
2． 3 拔扎染实验

2． 3． 1 捆扎方法

将面料对折后，再扇形折叠，用线绳捆扎，不需

要拔染的部分用塑料纸包扎起来。拔染后的效果是

拔染部分成近似圆形的图案，未拔染部分的颜色几

乎不会受到影响。拔扎染后的效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保险粉法拔扎染实验

Fig． 1 Experiment pictures of the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with sodium hydrosulfite method

2． 3． 2 活性染料染色及拔染工艺条件

按上述方法捆扎后，用活性染料对纯棉织物进

行染色，分别用四种拔染剂进行处理。活性染料染

色及拔染的工艺条件见表 1［9］、表 2。颜色的深浅对

拔染效果有较大的影响，但浅色不明显，所以地色染

色用浸染的方法，活性染料的质量分数是 2%［4］。
表 1 活性染料染色工艺条件

Tab． 1 The dyeing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f reactive dyes

染化料 质量浓度 温度 /℃ 时间 /min 其他工艺条件
染料
食盐
纯碱

2% ( 对织物质量)
40 ～ 60 g /L
15 ～ 20 g /L

染色 30 ～ 90
固色 40 ～ 95

染色 10 ～ 30
固色 30 ～ 60

浴比 1︰20

表 2 四种拔染法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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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The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f four kinds of discharge

方法 拔染剂 质量浓度 / ( g·L －1 ) 温度 /℃ 时间 /min 其他工艺条件

双氧水法［10］ 双氧水 25 60 60
pH10

浴比 1︰30

高锰酸钾法［11］ 高锰酸钾

硫酸

1
3． 6

80 60
拔染后用 20 g /L
的草酸 40℃清洗

浴比 1︰30

保险粉法［4］ 保险粉( 85% )

氢氧化钠

10
10

60 10 浴比 1︰30

次氯酸钠法［11］ 次氯酸钠 5． 5( 有效氯) 25 15
pH10

浴比 1︰30

2． 4 结果分析

通过对多种活性染料进行四种拔染方法的实验

研究，本文选用了其中常用的 8 只不同母体结构及

活性基的活性染料的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中

的数字是根据 GB /T 25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进行评定的变色等级。5 级表

示颜色无变化，1 级表示颜色变化色差大。数字后面

标注颜色的是拔扎染后的颜色，拔白表示拔扎染后

颜色基本是白色，无标注的表示拔扎染后只有颜色

深浅的变化，而色光无变化或者变化很小。
表 3 B 型活性染料四种拔染法实验结果

Tab． 3 The results of four discharge experimental with the B type reactive dyes

染料名称 染料母体 活性基团 保险粉法 次氯酸钠法 双氧水法 高锰酸钾法

B-4GLN 嫩黄 偶氮 一氯均三嗪和乙烯砜 1 ～ 2 2 ～ 3 橙 3 1 拔白

KN-5Ｒ 橙 偶氮 乙烯砜 1 拔白 3 棕 4 1 拔白

B-2ＲLN 橙 偶氮 一氯均三嗪和乙烯砜 2 4 ～ 5 4 1
B-3BF 红 偶氮 一氯均三嗪和乙烯砜 2 黄色 2 ～ 3 4 1 拔白

KGL 翠蓝 酞菁 一氯均三嗪 2 ～ 3 4 ～ 5 1 ～ 2 1 拔白

B-BGFN 翠蓝 酞菁 一氯均三嗪和乙烯砜 2 ～ 3 4 ～ 5 1 ～ 2 1
KN-Ｒ 艳蓝 蒽醌 乙烯砜 2 紫色 4 ～ 5 3 ～ 4 1 拔白

B-ＲV 艳蓝 蒽醌 一氯均三嗪和乙烯砜 2 紫色 4 ～ 5 3 ～ 4 1 拔白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拔染色彩变换效果最好的

是保险粉法，次氯酸钠法和双氧水法中多数染料的

拔染效果不明显，高锰酸钾拔白效果好。
2． 4． 1 高锰酸钾法

高锰酸钾对绝大多数活性染料有很好的拔白效

果，参与实验的活性染料中的黄、橙、红、翠蓝、艳蓝

等颜色均基本被拔白，呈白色或很浅的颜色。深色

的染料如深蓝、藏青、黑、棕色等有颜色的变换，但也

是呈很浅的黄色或桔黄色。这是因为高锰酸钾在一

定条件下释放出的活性氧的氧化能力很强，可以破

坏活 性 染 料 的 发 色 体 系，从 而 消 除 活 性 染 料 的

颜色［12］。
2． 4． 2 次氯酸钠法和双氧水法

参与实验的活性染料中，次氯酸钠法有个别染

料会有颜色的变换，双氧水法中酞菁结构的活性染

料拔染效果明显，因为含有酞菁结构的活性染料容

易被双氧水氧化裂解［6］。两种方法拔染后大部分活

性染料的颜色色调变换不明显，所以，作为活性染料

多色拔扎染的拔染剂效果不理想。
2． 4． 3 保险粉法

保险粉法拔白效果不及高锰酸钾法，拔扎染后

完全呈白色效果的染料较少，但大多数染料特别是

深色染料颜色变换较明显，色彩变换多样。
能够拔白的染料较少是因为碱性还原法只能破

坏活性染料中含有偶氮基且活性基团连接在重氮组

分上的染料( 这种染料很少) ，以及与纤维以醚键结

合的大部分乙烯砜型的活性染料［13］，所以表 3 中活

性染料能够拔白的染料只有乙烯砜型基的活性染料

橙 KN-5Ｒ。
颜色变换多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偶氮结构的活性染料，其活性基连接在偶合组分

的染料留在织物上的组分有颜色，比如活性红 B-3BF
保险粉拔染后变成黄色; 二是有些结构类型的活性

染料保险粉法拔染后会有变色现象，比如蒽醌结构

和酞菁结构的活性染料，被还原后变成桔黄色和紫

色，虽说会被空气氧化重新变回原来的颜色，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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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氧化以前进行高温皂洗及拔扎染处理过程中染料-
纤维键的断裂，都会去除部分染料，特别是蒽醌类的

活性染料，其氧化速度较慢，经过保险粉烧碱作用和

皂洗后会拔去大部分染料，比如蒽醌结构的活性艳

蓝 KN-Ｒ 和活性艳蓝 B-ＲV 拔扎染后变成浅紫色; 三

是不会被保险粉破坏发色体系的染料，拔染及皂洗

过程中染料-纤维结合键的断裂也会使颜色变浅; 四

是拔扎染工艺条件较低，比如温度较低、时间较短、
拔染剂的浓度较低等，而使染料部分破坏，从而产生

颜色变换。
拔扎染后有些染料捆扎部分的颜色较浅，而拔

染的圆形部分颜色却比捆扎部分深，如图 1 所示。
这是因为除了偶氮结构的活性染料以外，其他结构

的活性染料有被空气氧化而复原的现象［6］，而被捆

扎的部分拔染后不会被空气氧化，所以皂洗后颜色

较浅。
深色的不易拔染的活性染料，如金属络合结构

的活性染料棕色、深蓝、黑色等，拔染后颜色变换明

显，图案多色效果好，如图 1( a) ( b) 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活性染料拔扎染

而言，高锰酸钾法在多数染料只适合拔白效果，次氯

酸钠法和双氧水法大部分染料的拔扎染效果不明

显，染料的可选择性较小; 并且高锰酸钾、次氯酸钠

和双氧水是强氧化剂，都会对棉织物造成损伤，而保

险粉法颜色变换多，且对棉织物基本不会造成损伤。

所以，这四种常用拔染剂中，保险粉法是最适合的活

性染料多色拔扎染的拔染剂。

3 保险粉法拔扎染工艺研究
保险粉是活性染料拔扎染常用的拔染剂，通过

前文实验说明保险粉对所有的参与实验的染料都有

拔染作用，对于不同结构的活性染料其拔染效果有

所区别，现通过实验获得最适宜的活性染料多色拔

扎染工艺条件。

3． 1 工艺流程

活性染料染色→捆扎→浸水→拔染→皂洗→水

洗→解开捆扎→水洗→干燥。
为了避免活性染料保险粉拔染后被空气氧化的

问题，采用拔染后直接先皂洗后水洗的方法。

3． 2 工艺条件

3． 2． 1 活性染料染色的工艺条件

活性染料的染色工艺条件见表 1。
3． 2． 2 拔扎染的工艺条件

捆扎方法同 2． 3． 1。
拔染过程中的工艺条件如温度、时间、保险粉的

质量浓度、氢氧化钠的质量浓度等，对活性染料染色

面料的颜色及图案都会有一定影响。为了获得各工

艺条件对活性染料拔扎染效果的影响，分别对各项

工艺参数进行实验验证，见表 4。
表 4 保险粉法拔扎染各工艺参数的实验条件

Tab． 4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with sodium hydrosulfite method

序号 保险粉质量浓度 / ( g·L －1 ) 氢氧化钠质量浓度 / ( g·L －1 ) 温度 /℃ 时间 /min 浴比

1 10 10 20、40、60、80 10
2 10 10 60 1、2、3、5、10、20
3 1、3、5、10、15、20 10 60 10
4 10 1、3、5、10、15、20 60 10

1︰30

3． 3 工艺分析

通过对表 4 的实验条件进行活性染料的拔扎染

实验，测试结果( 图 2—图 5) 表明温度、时间、保险粉

的质量浓度和氢氧化钠的质量浓度对拔扎染图案色

彩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温度和保险粉的质量浓度

对拔扎染的色彩影响较大，保险粉和氢氧化钠的使

用比例对拔扎染图案的扩散面积及部分深色染料的

颜色变换有较大的影响。
3． 3． 1 温度的选择

图 2 是根据表 4 的“温度”工艺条件进行实验的

部分图片。
温度对拔染色彩的影响: 随着温度的升高，拔染

的色彩变化程度提高，容易拔染的染料如活性染料

中偶氮结构浅色调的金黄、橙、红、紫色等在 60 ℃时

就达到较好的拔染效果，如图 2( a ～ d) 。较难拔染的

染料如蒽醌、酞菁和金属络合结构的艳蓝、翠蓝、棕、
黑等，需要到 80 ℃ 才能达 到 较 好 的 拔 染 效 果，如

图 2( e ～ h) 所示。除了少量能够拔白的偶氮基的活

性染料和部分乙烯砜型的活性染料外，大部分染料

不能够被拔白，不能拔白的染料各呈不同的颜色，

—03—



Vol． 55，No． 10
Oct． ，2018

第 55 卷 第 10 期
2018 年 10 月

图 2 温度对拔扎染效果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如大部分偶氮结构的红色活性染料拔染会呈现深浅

不同的黄色。活性染料翠蓝 KGL 在 80 ℃ 拔染后的

效果如图 1( c) 所示，其在拔染液中呈紫色，在空气中

会被氧化变成较浅的翠蓝色，且捆扎部分形成一圈

较浅颜色。活性艳蓝 B-ＲV 80 ℃ 拔染后的效果如

图 2( h) 所示，其在拔染液中呈桔黄色，氧化后变成

浅紫色，且边界颜色会变得较深，呈现好看的花纹，

但捆扎部分不形成浅色的圈纹。原因是蒽醌类染料

在空气中氧化速度较慢，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还未

氧化就已经皂洗的缘故。而酞菁类染料在空气中氧

化速度很快，皂洗时已经部分被空气氧化复色，所以

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比捆扎部分颜色深。
温度对拔染图案的影响: 随着温度的升高，图案

的边界会更清晰，20 ℃ 和 40 ℃ 时边界比较模糊，有

由浅至深的颜色过度，较易拔染的染料在 60 ℃、不易

拔染的染料在 80℃ 时边界就比较分明了，如图 2 所

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 20、40 ℃时拔染不完全，

但是可以拔染出斑斓的图案，在图案设计时是可以

运用的技巧。但温度选择一般要高于 20 ℃，否则多

数染料拔染效果不明显。
这里需要注意，在碱性浴中保险粉的稳定性受

温度的影响很大，温度越高，分解越快［14］，所以在达

到拔染效果的情况下，尽量选择较低的温度。
3． 3． 2 时间的选择

图 3 是根据表 4 中“时间”的工艺条件进行实验

的部分图片。

图 3 时间对拔扎染效果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time on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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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拔染色彩及图案的影响较小，容易拔染

的染料如偶氮结构的活性染料黄、金黄、橙、红、紫

等颜 色 在 10 min 内 达 到 较 好 的 拔 染 效 果，如

图3 ( a ～ f) 所 示; 在 1 min 时的剥色效果比 40℃ 时

10 min的剥色效果还要好很多，如图 2 ( b) 和图3( a)

所示。对于难拔染的深色染料，由于在 60 ℃ 时很难

达到较好的拔染效果，因此即使拔染 20 min 也达

不到80 ℃的拔染效果，如图 2 ( h ) 比图 3 ( h ) 拔染

效果更好些。由于拔染不完全会使图案呈现斑斓

多彩的效果，特别是不易拔染深色染料，如图 3( g)

所示。
3． 3． 3 保险粉质量浓度的选择

图 4 是根据表 4“保险粉质量浓度”的工艺条件

进行实验的部分图片。

图 4 保险粉质量浓度对拔扎染效果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sulfite on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对图案的影响: 在氢氧化钠质量浓度 10 g /L 的

条件 下，随 着 保 险 粉 质 量 浓 度 从 1 g /L 增 加 到

20 g /L，拔染图案的面积会逐渐增大，图案边界也越

清晰，如图 4( a ～ e) 所示。
对色彩的影响: 容易拔染的部分偶氮结构的染

料，如大部分的红、部分橙、黄等颜色的活性染料在

保险粉质量浓度为 1 g /L 时就达到较好的拔染效果，

如图 4( a ～ e) 所示。较难拔染的偶氮、双偶氮结构的

活性染料，如黄、橙、紫色等在保险粉为 10 g /L 时能

达到较好的拔染效果，如图 4( f ～ h) 所示。难拔染的

如酞菁、金属络合结构的活性染料，如翠蓝、棕、黑等

颜色随着保险粉质量浓度的增加，拔染效果会变好，

但由于温度在 60 ℃，所以保险粉达到 20 g /L 时也不

能达到最好的拔染效果，如图 4 ( i ～ l) 所示，说明在

温度较低的情况下，只增加保险粉的质量浓度是难

以达到最佳拔染效果的。
3． 3． 4 氢氧化钠质量浓度的选择

氢氧化钠在活性染料拔扎染中的作用有两个:

一是增加保险粉的稳定性，因为保险粉的水溶液性

质不稳定，暴露于空气中易吸收氧气而氧化，加入氢

氧化钠可以降低保险粉的分解，氢氧化钠加入量应

保证在保险粉用量的 20% 以上［15］; 二是在一定条件

下可破坏某些偶氮结构的活性染料的发色体系、使

染料-纤维结合键水解断裂［7］。
图 5 是根据表 4“氢氧化钠质量浓度”的工艺条

件进行实验的部分图片。
氢氧化钠的质量浓度对部分深色染料拔扎染效

果有比较大影响，对较易拔染的活性染料如偶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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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氢氧化钠质量浓度对拔扎染效果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xide on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构的黄、橙、红等染料的拔染的颜色变换效果影响不

明显，在氢氧化钠 1 g /L 的时候就达到很好的剥色效

果。图 5( a ～ b) 是活性染料红 BPF 在表 4 的实验条

件下，氢氧化钠 1、20 g /L 的拔扎染效果，拔扎染的颜

色变换效果差别很小。但对于不易拔染的活性染料

如酞菁、金属络合结构的活性翠蓝、棕、黑等颜色在

其质量浓度是 1 g /L 时剥色效果却是最好的，如图 5
( c) ( h) 所示。而且有些染料在不同氢氧化钠质量浓

度下，其拔扎染后会呈现不同的色彩，如图 5( h ～ l)
所示，说明氢氧化钠的质量浓度对拔扎染效果也会

产生影响。
为了保证保险粉的稳定性，且使活性染料在拔

扎染过程中呈现多种色彩，氢氧化钠的质量浓度根

据需要控制在 1 ～ 10 g /L。

3． 4 色牢度测试

由于部分活性染料拔扎染后颜色发生变化，为

了解拔扎染产品染色牢度，对其耐洗、耐摩擦色牢度

进行测试。活性染料染色工艺条件见表 1，拔扎染工

艺条件见表 2 保险粉法，活性染料分别选择了分子

结构不同且有颜色变化的三种活性染料。对于扎染

产品目前尚无相关的国家标准，只有《SN/T 0968—

2000 出口蓝染、扎染制品检验规程》，其中色牢度的检

测只要求检测耐洗和耐摩擦色牢度。所以，选择了耐

洗和耐摩擦色牢度进行测试，其结果见表 5。
表 5 保险粉法拔扎染色牢度测试结果

Tab． 5 The test results for discharge and tie-dyeing color

fastness of the sodium hydrosulfite method

染料名称 染料结构
耐洗色牢度

变色 沾色

耐摩擦色牢度

干摩 湿摩

活性染料红 B-4BD 偶氮 4 4 ～ 5 4 ～ 5 4 ～ 5

活性染料翠蓝 KGL 酞菁 4 4 ～ 5 4 ～ 5 4

活性染料艳蓝 B-ＲV 蒽醌 4 4 ～ 5 4 ～ 5 4

测试方法采用 GB /T 39212008《纺织品 色牢度

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及 GB /T 3920—2008《纺织品 色

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变色等级是根据 GB /T
25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

卡》进行评定，沾色等级是根据 GB /T 251—2008《纺

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进行评定。
通过表 5 可以看出，这三种活性染料拔扎染后变化

颜色的耐洗和耐摩擦色牢度是比较好的。

4 结 论
1) 对于活性染料地色面料的拔扎染，保险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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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扎染效果比次氯酸钠、双氧水、高锰酸钾都要好，

一是保险粉对棉织物无损伤，二是保险粉对参与实

验的所有活性染料都有拔染作用，三是保险粉法拔

扎染后很多染料有双色甚至多色的拔扎染效果。
2) 保险粉法拔扎染工艺条件中，温度和保险粉

的质量浓度对拔扎染的效果影响最大，其中温度是

决定因素，温度达不到染料所需要的拔染温度，改变

任何其他的工艺条件都很难达到最佳的拔染效果。
一般情况下活性染料地色织物的拔扎染工艺条件

是: 温度 60 ～ 80 ℃，时间 1 ～ 10 min，保险粉的质量浓

度是 1 ～ 10 g /L，氢氧化钠的质量浓度 1 ～ 10 g /L。为

了得到斑斓多色的拔扎染效果可以适当降低拔染温

度，合理地选用时间、氢氧化钠及保险粉的质量浓度。
3) 在活性染料地色拔扎染工艺设计中，可根据不

同的需求来选择，不一定要选择最佳拔染效果时的工

艺条件。利用不完全拔染时的特殊效果，可以获得意

想不到的拔扎染作品; 利用不同活性染料保险粉拔染

效果，可以设计制作不同色彩的多色拔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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