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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纳米科学技术是正在发展中的一门新兴科学技术，自上世纪末以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进展，但有很多基本问题并没得到解决，如纳米粒子对环境污染及人类健康的影响，在进行规
模化生产与应用等方面还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特别是纳米技术如何引领未来也不十分明确，需要更进一步地深入探索。
《聚合物基纳米改性材料》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采用纳米技术对聚合物基材料改性的各个方面，不管对
纳米科学研究，还是对纳米新材料的开发与应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由刘吉平教授及同事撰写的《聚合物基纳米改性材料》不仅凝聚了作者及其同事们近二十年研究成果
的结晶，而且大量文献引用更反映了我国聚合物基纳米改性复合材料的研究现状与水平，这表明了我
国纳米科学技术研究水平与美国、欧洲的差距正在缩小，论文专利数量与美国、日本基本处于同一层
次。
本书涉猎面广泛，不局限于枯燥的专业描述，内容虽多学科交叉但论述深入浅出，读来生动有趣，能
使各专业人士更加深入地理解纳米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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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合物基纳米改性材料因具有任何传统材料无法媲美的奇异特性和非凡功能，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十分广泛。
《聚合物基纳米改性材料》全面系统地介绍聚合物基材料纳米改性机理及改性加工技术。
全书共十章，主要论述聚合物基纳米改性材料的基本概念、改性机理，纳米改性聚烯烃，纳米改性聚
酯，纳米改性聚酰胺，纳米改性聚醚醚酮，纳米改性橡胶，纳米自组装材料，聚合物基纳米改性材料
的应用及其未来等，每章末都附有参考文献。
　　《聚合物基纳米改性材料》可作为大专院校有关高分子材料和纳米材料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
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及企业家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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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1.1 聚合物基纳米改性材料的基本概念充满生机的21世纪，以知识经济为主旋律和
推动力正在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节省资源、合理利用能源、净化生存环境是这场革命的核心。
纳米技术在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变革中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它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国家安全、
环境与健康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2000年3月，美国政府推出的《促进纳米技术繁荣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启动纳米技术促进计划，关系
到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实力。
纳米技术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成为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也是当今世界强国争夺的战略
制高点。
在富有挑战性的21世纪前20年，纳米技术产业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为
我国实现第三个战略目标，跃为世界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从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高度看，发展纳米技术产业，全方位向高技术和传统产业渗透和注入纳米技术是
刻不容缓的，这是关系到我国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竞争格局中，能否处于有利地位的关键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五”、“十一五”计划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纳米科学的基础研究项剧增，
现阶段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纳米技术产业的极好时期。
纳米技术的切入，将为产业的升级带来新的机遇，并在若千年内将有可能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协调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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