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木材液化物碳纤维的制备、结构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木材液化物碳纤维的制备、结构和性能>>

13位ISBN编号：9787030225092

10位ISBN编号：7030225090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马晓军，赵广杰　著

页数：84

字数：13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木材液化物碳纤维的制备、结构和�>>

前言

　　碳纤维材料具有高拉伸强度、高拉伸模量、耐高温、耐腐蚀、低热膨胀、自润滑和生体相容性好
等特殊性能，是理想的耐烧蚀、结构和功能性复合材料组元，成为开发各种先进复合材料不可缺少的
原料，已广泛用于航天、航空、能源、交通、石油、化工、化肥、农药、纺织机械、建筑材料、环境
工程、电子工程、医疗器械、文体器材和劳动保护等领域。
目前，世界碳纤维材料的原料主要依赖聚丙烯腈（PAN）和石油精制残渣沥青以及煤焦油。
但是，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化石资源的逐渐枯竭，碳纤维的供给与需求的日趋紧张。
为缓解原料短缺而造成的碳纤维价格上涨，研究和发展利用可再生资源替代化石资源制备碳纤维意义
重大。
　　木材资源丰富且可再生，是天然高分子聚合物。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日本、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就已开始研究利用木材组分作为制备碳纤维的原
料，并且成功制备出木素基碳纤维和纤维素基碳纤维。
但是由于木材的难溶性，利用木材组分制备碳纤维的前提需要将纤维素及木质素分离出来，这导致制
备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分解过程对环境产生污染，资源浪费严重，而且碳纤维的得率和抗拉强度
低，这些制约了木质碳纤维材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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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碳纤维是先进复合材料中最重要的增强材料，是进入21世纪的最具诱惑的纤维增强材料。
随着化石资源的日益短缺和环境的不断恶化，研究碳纤维化石原料的可替代资源显得非常重要。
木材液化物作为化石资源的新型替代品而备受关注。
经过国内外研究者近几年的不懈努力，以木材液化物为原料的碳纤维材料取得了重大进展。
本书在参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和专利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几年来生物质碳纤维研究工作的成果，全面介
绍和论述了木材液化物纺丝液、原丝及其碳纤维材料的制备工艺和方法、反应机理、微观结构和性能
，有助于开拓木材等生物质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深入开发研究。
    本书适合从事木材科学、碳素纤维、林产化工、轻化工程、环境工程及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等科研
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高校师生以及管理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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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木材液化物碳纤维原丝的纺制及固化　　第一节 绪言　　原丝的制备工艺参数对原丝的
结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内外对不同原料纤维的纺丝工艺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Schmack等（2001）用由左旋乳酸（质量分数为92 9／6）和内消旋乳酸（质量分数为8 9／6）共聚得到
的聚乳酸进行熔融高速纺丝，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共聚物纤维的结晶度较低，韧性好于纯PL-LA纤维
。
Takasaki等（2003）对3种右旋乳酸含量不同的PLA即PLA-I。
（1.5％）、PLA-M（8.1％）、PLA-H（16.4％）进行了高速纺丝，研究表明，初生纤维的双折射率随
着右旋乳酸含量的增加而降低；在相同的纺丝速率下，右旋乳酸含量低的PLA-L初生纤维结晶度高
于PLA_M初生纤维，而PLA-H初生纤维没有晶区，呈无定形态；PLA-L初生纤维的力学性能最好，在
纺丝速率为10 km.／min时，其模量和韧性分别为5.9 GPa和570 MPa。
（2icero等（2002）将PLA（L：D＝96：4）进行过氧化处理得到支化产物后，对两种不同分子结构的
聚乳酸进行熔融纺丝，并对所得纤维的热稳定性、机械性能和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
Mezghani和Spruiell（1999）在环境温度为25℃的条件下进行了聚乳酸的高速纺丝，研究了纺丝速率（0
～5000 m／min）对聚乳酸初生纤维的结晶度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初生纤维结晶度随纺丝速率线性增加并在3000 m／min时达到最大（43％），此时，力
学性能也取得最佳值，杨氏模量为6GPa，拉伸强度为385 MPa，屈服强度为160 MPa。
此后，随着纺丝速率的继续增大，初生纤维的结晶度和力学性能有所下降。
Schmack等（1999，2004）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在纺丝速率为2000～3000m／rain时，
初生纤维的力学性能最好，杨氏模量为4.2 GPa，断裂强度为328MPa，断裂伸长率较高，可达50％～60
％。
　　在国内，张丽娜等（2006）将聚醚砜（PES）树脂进行熔融纺丝，制得PES纤维，对PES树脂的可
纺性、PES纤维的拉伸条件、力学性能、热性能、阻燃性能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PES树脂在熔融温度380℃，卷绕速度300 m／min的条件下，可纺性较好；PES纤维适合在
较低温度和较低速度下拉伸，在30℃下低速拉伸，PES纤维可拉伸3倍，其强度可达2.30 cN／d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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