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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染料化学”是精细化工和轻化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染料的合成，而后者侧重于染料的结构和性能的关系。
在以往国内外的教材中以前者为主。
20世纪80年代，苏州大学（原苏州丝绸工学院）钱国坻教授编写了以染料性能为主，染料合成为辅的
染料化学教材。
该教材适合轻化工程专业（当时为染整工程专业）本科学生，被很多纺织院校有关专业选用。
本教材是作者结合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并融入染料行业的最新发展，对上述教材进行了全面调整和
改写，以适应当前轻化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的需要。
本教材主要以应用类型作为各种染料讲解的线索。
为了使染科结构分类的内容比较系统，也为了集中介绍染料的结构与颜色以及化学特性的关系，在染
料应用分类的各章之前，加了“染料结构类型”一章，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
　　本教材在涉及一些染料的应用类型之前，先简要并系统地讲解了有关染色性能的纤维分子结构特
点，以及对相应染料分子结构的要求。
这对于学生理解各种应用分类染料的分子结构特点是非常必要的。
　　本教材首先介绍了酸性染料和金属络合染料，这两种染料主要用于蛋白质纤维以及结构类似的聚
酰胺纤维的染色，很少用于其他纤维材料的染色。
在讲解这两种染料的同时，介绍蛋白质纤维的结构和所用染料的结构要求，学生将很容易理解直接染
料和活性染料等用于纤维素纤维的染料，也能适合蛋白质纤维染色的道理。
因此，本教材应用分类的讲解顺序为：蛋白质纤维用染料（酸性染料和金属络合染料），纤维素纤维
用染料，最后是合成纤维用染料。
这样的顺序符合染料的实际状况，逻辑性较强，利于学生理解。
　　染料的发色理论是本课程的难点。
由于课时和教材篇幅限制，本教材没有分别介绍分子轨道理论和价键理论。
在解释染料发色理论时，也是根据需要随机选取。
如果学生这方面的基础较差，在教学时教师可以进行适当补充。
若课时较紧，也可以只介绍发色理论的结论而把理论解释略去。
　　本书的编写成员有王祥荣教授（第七章及全书教学课件的制作）、唐人成教授（第五章、第六章
）、龙家杰副教授（第八章、第十二章）、周家伟副教授（第四章、第十三章）、王文利副教授（第
一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和程万里教授（其余各章），最后由程万里教授统稿和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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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染料化学》以染料的应用分类为线索，并兼顾染料的结构分类，着重阐述了染料的化学结构与
其颜色、染色性能和染色牢度等性能的关系，同时也介绍了各种类型染料及其重要中间体的合成方法
。
对于染料在实际应用中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如染料的分类方法、染料的命名以及染色牢度的概念等，
《染料化学》也做了较系统的叙述，以利于读者对染料有较全面的了解。
　　《染料化学》为轻化工程专业（纺织化学和染整工程方向）学生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供轻化工程
、精细化工、纺织工程等与染料。
相关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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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碱性强的芳伯胺在酸中的溶解度较高，在酸的浓度较低时就可溶解。
而碱性弱的芳伯胺需要在较强的酸性条件下才能溶解。
　　芳伯胺的电子云密度对相应重氮盐的活泼性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重氮盐为亲电试剂，正电荷越高，活泼性越强，在重氮化的反应中，越易生成重氮氨基化合物。
因此，碱性弱的芳伯胺易生成重氮氨基化合物，需要在强酸性下才能防止；而碱性强的芳伯胺不易生
成重氮氨基化合物，在酸性较弱的情况下，也有较高的稳定性。
　　2.酸用量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芳伯胺的溶解、亲电试剂的生成以及防止重氮氨基化合
物的形成都需要酸性条件。
另外，反应生成的重氮盐也需要在酸性条件下才能保持稳定性，因此酸在整个重氮化反应中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然而如果酸的浓度太高，则会引起亚硝酸的分解；芳伯胺也容易转化为铵正离子，使得芳伯胺浓
度降低，从而降低反应速率。
因此，重氮化反应应根据芳伯胺碱性的强弱来决定酸的种类和浓度。
　　从重氮化反应的方程式可知，胺酸比应为1：2。
但在实际工艺中酸一般需要过量。
对于不带取代基或带供电子基的芳伯胺，酸的过量要低一些，胺酸比采用1：2.2～1：2.5，盐酸的浓度
也较低，一般为2mol／L。
带有吸电子基的芳伯胺，则需要较高的酸的比例和浓度。
例如对硝基苯胺，胺酸比为1：3.6，采用盐酸的浓度为6mol／L。
如果芳伯胺带有多个吸电子基，例如2，4一二硝基苯胺，则要采用冷浓硫酸作酸剂，以亚硝基正离子
为亲电试剂。
　　3.亚硝酸钠用量的影响 根据反应式，亚硝酸钠的用量与芳伯胺的比例为1：1。
但由于亚硝酸不稳定，有部分要分解，所以实际用量为胺的1.05～1.1倍。
　　在重氮化反应中，亚硝酸钠也不能过多。
亚硝酸钠过多不但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同时多余的亚硝酸钠在酸性条件下转化为亚硝酸，并分解
为NO2和NO等有毒气体，造成污染。
在下一步的偶合反应中，还会引起偶合组分发生硝化或亚硝化反应，从而影响偶合反应的进行。
因此，在重氮化结束后，往往要在反应液中加人少量尿素，以除去过量的亚硝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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