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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盏花色素的提取及其对真丝染色性能的研究

徐　 静， 王　 鑫
（德州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 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２３）

摘　 要： 金盏花是一种植物染料，常作为食品上色剂。 运用递推试验法和图表法，结合试验数据得出了金盏花色素最佳的提

取条件和对真丝织物的最佳上染条件。 重点介绍了金盏花色素对真丝织物的染色工艺，使用索氏提取器，结合丰富

的提取剂、媒染剂及全面的染色方法，得出金盏花色素最佳提取试剂为石油醚与无水乙醇混比 ３ ∶ ２，最佳染色工艺为

铝盐预媒染。 试验结果表明，金盏花色素作为服装染料对真丝织物染色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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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重视，既能够满足环保要

求，又健康安全的天然植物色素染色衣物开始受到人

们的追捧。 金盏花的颜色为黄或橘黄色，花期一般为

每年的 ４～９ 月。 据《本草纲目》记载，金盏花有解表解

毒、清热止咳、抗细菌的作用，且含挥发油，有镇定、消
炎作用。 生活中人们常利用金盏花色素进行食品上

色，上色后菜品颜色鲜艳、饱满［１－１１］。
目前将金盏花作为植物染料对真丝织物进行染色

还处于开发阶段，对其染色工艺的探讨还不完善。 本

文通过对金盏花色素进行提取及对真丝织物进行染色

试验，探讨了金盏花色素的最优提取条件和对真色织

物的染色工艺条件，旨在探索将金盏花色素染色应用

到服装领域的可行性。

１　 试验材料
１．１　 材料

采摘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 ９ 月的金盏花去萼干花、无色

平纹真丝织物。
１．２　 试剂

无水乙醇、石油醚 （ ＡＲ）、硫酸镁 （ ＡＲ）、明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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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静（１９６７－），女，教授，主要从事纺织服装新材料、新技术

的研究。

（ＡＲ）、氯化锌（ＡＲ），均由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提供。
１．３　 仪器

ＵＶ－５５００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

有限公司）、ＪＴ５０２Ｎ 型电子天平（上海精天电子仪器有

限公司）、ＫＢ３０Ｃ ／ ＬＣＤ 型电脑染色机（佛山市航星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ＰＨ 测试仪（上海仪电科学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电热恒温水浴锅（大连华牧科学器材

有限公司）、Ｙ５７１Ｗ 型纺织品摩擦色牢度仪（无锡纺织

仪器厂）、ＢＺＧＹ９０８ 型标准光源箱（山东莱州市电子仪

器有限公司）、ＳＷ－１２Ａ 型耐洗色牢度机（温江际高检

测仪器有限公司）、索氏提取器（郑州兴华玻璃仪器

厂）。

２　 试验
２．１　 金盏花色素的提取

２．１．１　 色素提取分析

金盏花色素主要成分为叶黄素，其分子结构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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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叶黄素分子结构

叶黄素不易溶于水但可溶于有机溶剂，因此本试

验选用无水乙醇和石油醚以不同比例混合作为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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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由于无水乙醇和石油醚易挥发，故选用索氏提取器

在 ８５℃下进行金盏花色素的提取。
２．１．２　 金盏花色素吸光度检测

用 ＵＶ－５５００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检测金盏花

色素的吸光度，其在波长为 ４４３ ｎｍ 时达到峰值。
２．１．３　 提取方法

在索氏提取器圆底烧瓶中分别装入等量无水乙

醇，设置料液比为 １ ∶ １０ ～ １ ∶ ５０ ，在 ８０℃水浴中加热

４５ ｍｉｎ 提取，过滤提取液进行吸光度检测，选取最优料

液比；改变石油醚与无水乙醇的比例分别为 ２ ∶ ３、
３ ∶ ３、３ ∶ １、３ ∶ １，其他条件不变，过滤提取液进行吸光

度检测，选取最优石油醚与无水乙醇比例；改变提取时

间为 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 ｍｉｎ，过滤提取液进行吸光度检

测，得出最优提取时间。
２．２　 金盏花色素对真丝织物的染色

２．２．１　 真丝织物预处理

将真丝织物投入 ０．５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Ｃｌ 溶液中浸泡

去浆。
２．２．２　 染色工艺

（１）直接染色。 取 ０．５ ｇ 真丝织物润湿后投入配

好的染液中，设置 ８５℃水浴温度，６０ ｍｉｎ 染色，染色完

毕后将真丝织物取出，用蒸馏水洗净并阴干。
（２）预媒染色。 取 ３ 块 ０．５ ｇ 的真丝织物润湿后，

分别投入盛有质量浓度为 ５ ｇ ／ Ｌ 的明矾、氯化锌、硫酸

镁蒸馏水溶液中，水浴温度为 ８５℃，预处理 ３０ ｍｉｎ；处
理后将真丝织物取出，挤干后分别投入染液中，８５℃下

浸染 ６０ ｍｉｎ，染色完毕后将真丝织物取出，用蒸馏水洗

净并阴干。
（３）同媒染色。 取 ３ 块 ０．５ ｇ 的真丝织物润湿后，

投入媒染剂用量 ５％（ｏｍｆ）的染液中，８５℃水浴下加热

６０ ｍｉｎ，染色完毕后将真丝织物取出，用蒸馏水洗净并

阴干。
（４）后媒染色。 取 ３ 块 ０．５ ｇ 的真丝织物润湿后，

分别投入染液中，８５℃下染色 ６０ ｍｉｎ 后取出挤干，分
别投入盛有 ３ 种媒染剂的溶液中，８５℃ 下水浴处理

３０ ｍｉｎ。 染色完毕后将真丝织物取出，用蒸馏水洗净

并阴干。
２．２．３　 染色条件优化

在明矾预媒染染色工艺下分别设置最优媒染剂用

量、最佳浴比、最佳染色时间试验。 分别改变媒染剂用

量 ３ ％～７ ％（ｏｍｆ）进行试验，选取最优条件应用到最

佳浴比试验；改变浴比 １ ∶ ３０、１ ∶ ４０、１ ∶ ５０、１ ∶ ６０ 进

行试验，选取最优条件应用到最佳染色时间试验；改变

染色时间 ４０、５０、６０、７０ ｍｉｎ 进行试验，确定最佳染色

条件。
２．３　 染色织物色牢度检测

２．３．１　 耐摩擦色牢度测定

参照 ＧＢ ／ Ｔ ３９２０—２００８《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摩

擦色牢度》，使用 Ｙ５７１Ｗ 型纺织品摩擦色牢度仪对染

色织物分别进行干态、湿态摩擦色牢度检测。
２．３．２　 耐水洗色牢度测定

参照 ＧＢ ／ Ｔ ３９２１—２００８《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洗

色牢度》，使用 ＳＷ－１２Ａ 型耐洗色牢度机对染色织物

进行耐水洗色牢度检测。

３　 试验结果与讨论
３．１　 金盏花色素提取条件吸光度分析

３．１．１　 不同料液比对染液吸光度的影响

其他条件不变，设置不同的料液比进行提取试验，
测试结果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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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料液比对染液吸光度的影响

由图 ２ 可见，浆料比在 １ ∶ １０～１ ∶ ３０，染液的吸光

度趋于上升，料液比在 １ ∶ ３０ 时曲线出现拐点，再增大

料液比吸光度下降。 结合实际生产情况，为降低生产

成本，本试验料液比选取为 １ ∶ ３０。
３．１．２　 石油醚、乙醇比例对吸光度的影响

其他条件不变，设置不同石油醚、无水乙醇比例进

行提取试验，测得石油醚与无水乙醇比例对溶液吸光

度的影响，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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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石油醚与无水乙醇比例对染液吸光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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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３ 可见，随石油醚浓度的增大，染液的吸光度

呈先增大后降低趋势。 当石油醚 ∶ 无水乙醇为 ３ ∶ ２
时，吸光度达到峰值，因而选用最佳混比为石油醚 ∶ 无

水乙醇为 ３ ∶ ２。
３．１．３　 不同提取时间对染液吸光度的影响

其他条件不变，改变染液提取时间进行提取试验，
测试结果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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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提取时间对染液吸光度的影响

由图 ４ 可见，随着提取时间的增加，吸光度先增大

后减小。 当提取时间到达 １２０ ｍｉｎ 时，曲线出现拐点，
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染液吸光度有下降趋势。 因此，
选择提取时间为 １２０ ｍｉｎ。

通过分析，提取条件确定为：石油醚与无水乙醇的

比例为 ３ ∶ ２，料液比为 １ ∶ ３０， ８５℃ 水浴下加热

１２０ ｍｉｎ。
３．２　 金盏花色素最佳染色条件确定

假设染前染液的吸光度为 Ａ１，染后染液的吸光度

为 Ａ２，上染率计算公式为：上染率 ＝ （ Ａ１ － Ａ２ ） ／ Ａ１ ×
１００％。 通过计算，４ 种染色工艺在不同媒染剂条件下

的上染率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染色工艺和媒染剂条件下的上染率

染色方法 试剂 染色工艺 上染率 ／ ％

直接染色 — — １９．４

媒染

明矾

预媒染色 ３７．７

同媒染色 ３３．１

后媒染色 ３５．９

硫酸镁

预媒染色 ２８．５

同媒染色 ２４．７

后媒染色 ２６．８

氯化锌

预媒染色 ２７．７

同媒染色 ２１．４

后媒染色 ３１．２

对表 １ 上染率结果进行分析可知，用媒染比直接

染色效果更好。 ３ 种常见媒染剂中，明矾、硫酸镁预媒

染染色成色较好，氯化锌后媒染染色成色较好。 比较

３ 种媒染剂上染率，得出采用预媒染的方法用明矾做

媒染剂对真丝织物染色上染率最佳，织物呈橘黄色，且
色泽明亮，上染均匀。
３．３　 金盏花色素最佳染色条件优化

３．３．１　 不同媒染剂用量对上染率的影响

其他条件不变，改变明矾用量进行试验，结束后将

残液过滤进行吸光度检测，对上染率数据进行分析，见
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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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明矾用量对上染率的影响

由图 ５ 可见，随着明矾用量的增加，上染率随之提

高，织物黄色越来越明显。 当媒染剂明矾用量超过

５％（ｏｍｆ）时，上染率增加不再明显，因为经过金盏花色

素染色的织物，织物中的上染空间基本已被染料占据，
难以再上染。 因此，明矾用量以 ５％（ｏｍｆ）为宜。
３．３．２　 不同浴比对上染率的影响

其他条件不变，改变染色浴比进行试验，结束后将

残液过滤进行吸光度检测，对上染率数据进行分析，见
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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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浴比对上染率的影响

由图 ６ 可见，浴比的变大使上染率增大，在 １ ∶ ５０
的浴比条件下，曲线出现拐点，之后再增大浴比，上染

率变小，因此确定最佳浴比为 １ ∶ ５０。
３．３．３　 不同染色时间对上染率的影响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改变染色时间为 ４０、５０、６０、
７０ ｍｉｎ 进行试验，得出试验数据见图 ７。 可见，染色

６０ ｍｉｎ时，上染率取得最高值，随后上染率下降。 原因

可能是过高的温度破坏了金盏花的色素，导致上染率

下降，所以染色时间以 ６０ ｍｉｎ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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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染色时间对上染率的影响

３．４　 染色织物色牢度检测结果分析

参照 ＧＢ ／ Ｔ ３９２０—２００８《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摩

擦色牢度》，使用 Ｙ５７１Ｗ 型纺织品摩擦色牢度仪对染

色织物分别进行干态、湿态摩擦色牢度检测，干摩色牢

度和湿摩擦色牢度均为 ４～５ 级。
参照 ＧＢ ／ Ｔ ３９２１—２００８《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洗

色牢度》，使用 ＳＷ－１２Ａ 型耐洗色牢度机对染色织物

进行耐水洗色牢度检测，耐水洗色牢度为 ４ 级，耐皂洗

色牢度为 ４～５ 级。

４　 结　 语
（１）金盏花色素的最佳提取条件为：石油醚和无

水乙醇混比为 ３ ∶ ２，料液比为 １ ∶ ３０，８５℃下水浴加热

１２０ ｍｉｎ。
（２）金盏花色素对真丝织物最佳染色工艺条件为

以明矾为媒染剂进行预媒染。 优化染色条件为：铝媒

染质量浓度 ５ ｇ ／ Ｌ，用量 ５％（ｏｍｆ），８５℃下预媒染 ３０ ｍｉｎ，

浴比 １ ∶ ５０，染色时间 ６０ ｍｉｎ。
（３）经金盏花染成的真丝织物色泽明亮，且耐水

洗、皂洗及摩擦色牢度较好，可作为一种健康的黄色染

料应用于服装领域，且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具有很强

的环保和保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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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７８．２℃以下能稳定存在，显示出纤维膜拥有良好的

耐高温性能。 研究结论可为 ＰＭＩＡ 纳米纤维的工业化

生产和高效高温过滤材料的开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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