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摩擦色牢度是纺织品色牢度检验的一项，也是纺织品在贸易过程中最常见的检验项目之一，

它是指染色织物经过磨擦后的掉色程度，是考核染料对机械摩擦作用的抵抗能力，分为干态摩擦和

湿态摩擦，其原理是将规定尺寸的纺织试样用夹紧装置将试样固定在摩擦试验仪平台，再分别与一

块干摩擦布和一块湿摩擦布摩擦，最后以白布沾色程度作为评价依据，对照标准灰色样卡，共分 5

个等级，等级越大，表示摩擦牢度越好，摩擦牢度差的织物会严重影响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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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染色织物耐摩擦牢度的原因 

影响织物摩擦色牢度的因素很多，下面分析其中的几个因素。 

1、织物表面形态的影响  

由于未固着染料是造成摩擦色牢度差的主要原因，在干态条件下，对于表面粗糙或磨绒、起毛

织物，坚硬如麻类织物，牛仔面料和涂料印花织物，若进行干摩擦极易将织物表面堆积的染料、涂

料或其他有色物质磨下来，甚至造成部分有色纤维断裂并形成有色微粒，使耐干摩擦色牢度进一步

下降。对磨绒或起毛织物而言，织物表面的绒毛与摩擦布表面呈一定的夹角，并不是平行的，从而

使摩擦头在做往复运动时的摩擦阻力增大，使这类织物的耐干摩擦色牢度下降。 

2、活性染料化学结构的影响  

用活性染料染色的纤维素纤维织物在进行耐湿摩擦色牢度实验时，引起颜色转移的因素主要有

两个：一是水溶性的 染料在摩擦时被转移到了摩擦织物上，使原样褪色并使摩擦布沾色；二是部

分染色的纤维在摩擦时发生断裂，形成微小的有色纤维颗粒并被转移到摩擦织物上，造成沾色。 

因此，可能影响活性染料耐湿摩擦色牢度的因素有：活性染料自身的结构与特性；织物的性质；

前处理效果、布面破损及表面光洁度等；染色工艺及染色后皂 洗的效果；织物染色后的固色处理

效果；染色织物后整理的影响等； 

研究表明，虽然不同化学结构的活性染料与纤维素纤维形成的共价键强度、键的稳定性和附着

力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染色织物的耐湿摩擦色牢度的影响却无明显的差异。 

染色织物进行湿摩擦时，染料与纤维之间形成的共价键并不会断裂而产生浮色。而发生转移的

染料通常是过饱和的、未与纤维形成共价键的、仅靠范德华力而产生吸附作用的染料，即所谓的浮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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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染色程度的影响  

研究也证明，活性染料染色织物的耐湿摩擦色牢度与染色的深度紧密关联，即在进行湿摩擦时，

颜色的转移量与染色深度近 乎成良好的线性关系，这其中，染色时染料的过饱和是最重要的因素，

染深色时，所用的染料浓度较高，但不能大大超过饱和值，因为过量的染料并不能与纤维结 合，

而只能在织物表面堆积而形成浮色，严重影响织物的耐湿摩擦色牢度。 

此外，未经特殊处理的棉纤维在湿态条件下会发生膨润，摩擦力增大，纤维强力下降，这 些

都为有色纤维的断裂、脱落和颜色的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染色前对纤维素纤维进行适

当的前处理，如丝光、烧毛、纤维素酶光洁处理、煮练、漂白、 洗涤、烘干，可以提高织物表面

的光洁度和毛效、降低摩擦阻力、减少浮色，从而有效改善织物的耐湿摩擦色牢度。 

4、织物结构的影响  

关于织物结构和织物的表面形态对耐摩擦色牢度的影响，人们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轻薄型的

织物（通常都是合成纤维或丝绸类织物）的试样表面，由于织物结构相对比较疏松，在进行干摩擦

时，样品在压力和摩擦力的作用下会随摩擦头的运动而发生部分的滑移，从而使摩擦阻力增大，且

摩擦效率提高。 

但在进行湿摩擦时，情况则与纤维素纤维完全不同。由于纤维的吸湿性极低或水膨化效应不明

显，且水的存在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这使得此类织物的耐湿摩擦色牢度要明显优于耐干摩擦色牢

度，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纺织产品的干摩擦色牢度应优于耐湿摩擦色牢度的概念形成明显的反差，

并经常造成人们的疑惑。 因此，对某些特定的织物，耐湿摩擦色牢度优于耐干摩擦色牢度的现象

并不鲜见。此时，所选用的染料品种、染料的性能、染色和后整理的工艺条件等，虽然也会对耐摩

擦色牢度产生影响，但与织物的组织结构和表面形态等物理因素相比，就显得不是非常重要了。染

者无疆经常有对于各种牢度处理的讨论。 

数据统计显示，发生此类情况的大多还是深色的产品，如黑、红和藏青等。当然，对灯心绒、

斜纹棉布和涂料印花等织物来说，在湿态条件下，由于其本身所采用的染料和印染工艺等原因，其

耐湿摩擦色牢度通常为 2 级，甚至更低，并不优于其耐干摩擦色牢度。 

5、柔软剂的影响 

通过柔软整理提高活性染料印花色牢度。柔软剂具有润滑作用，可降低摩擦系数，从而防止染

料脱落。阳离子型柔软剂还可和阴离子型染料形成色淀，染料不易脱落。同时，色淀使染料溶解度

下降，可改善湿摩擦牢度。 

但具有亲水性基团的柔软剂不利于湿摩擦牢度的提高。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可以通过使用固色

剂来封闭染料的水溶性基团，控制成品色布的布面 pH 值，去除浮色，提高织物的平滑程度，从而

提高织物的耐湿摩擦牢度。得当的前段预烘可以避免染料“泳移”。需要注意的因素有碱剂用量、汽

蒸时间、水洗的方式、充分的皂洗等，前两者与染料的水解程度紧密相关，后两者与染品浮色直接

有关。  

染色后的织物特别是长车轧染，要经过充分的水洗、皂洗等过程，去除纤维表面浮色和未反应

及水解的染料，以免影响色牢度，如不注重染色的后处理，将会造成很差的色牢度，同时色光也会

变得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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