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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4年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欢迎与支持，很快被第二次印刷，被许多学校选做教材和考研参
考书，并在2007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由于近年来高分子科学的飞速发展，聚合物结构分析方面的研究对象日益增多，深度与广度越来越大
，研究方法与手段日新月异，因此在本书库存几乎告罄之际，责任编辑杨震先生建议作者修订再版，
就有了本书，即《聚合物结构分析》的第二版。
参加第一版撰写的作者，除王红英不幸英年早逝，任志勇、孙红因其他工作没有参加编写外，其余都
参加了修订；刘文涛、申小清、郑学晶、周映霞、朱路也参加了修订工作。
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主要删除了每种研究方法中一些较老、目前已不采用的研究内容与制样手段，
补充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每种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趋势。
每章参考文献删除了一些较早文献，补充了最新研究文献。
修订较大的章节有：第四章热分析。
删除了部分由仪器本身误差造成的影响，增加了近年来受关注的操作条件影响因素；增加了若干近年
来出现的新型仪器，以及新近出现的各种仪器之间的联用技术。
第八章考虑到涉及的各种分析方法，将题目由“透射电镜与扫描电镜”改为“显微分析”；删除了透
射电镜制样技术，增加了电子能谱和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内容。
第十章在第一版中的体例与其他章有些不一致，第二版中第九、十两章作了较大的调整：第九章题目
由“广角X射线衍射和小角X射线散射”改为“广角x射线衍射”；原来小角X射线散射的内容调到第十
章，该章题目由“液态与固态激光光散射”改为“小角激光散射和小角X射线散射”。
全书由朱诚身策划，其中第一章绪论由朱诚身执笔；第二章振动光谱与电子光谱由刘文涛、申小清、
周映霞执笔；第三章核磁共振与顺磁共振由毛陆原、申小清、郑学晶执笔；第四章热分析由申小清、
刘文涛、朱诚身执笔；第五章动态热机械分析与介电分析由何素芹、申小清、刘文涛执笔；第六章气
相色谱与凝胶色谱由汤克勇、郑学晶、朱诚身执笔；第七章裂解色谱与色质联用由郑学晶、汤克勇、
周映霞执笔；第八章显微分析由何素芹、刘文涛、朱诚身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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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合物结构分析（第2版）》系统介绍了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在高聚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以及结
构分析中所涉及的理论、思维方式、实验方法等。
内容包括：振动光谱、电子光谱、核磁共振、顺磁共振、热分析、动态热机械分析、动态介电分析、
气相色谱、凝胶色谱、裂解色谱、色质联用、显微分析、广角X射线衍射、小角激光散射、小角X射线
散射等方法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发展历史、发展趋势，在聚合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实例及解析方
法等。
　　《聚合物结构分析（第2版）》可供高分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从事有
关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材料合成与加工研究和生产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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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版前言第一版序第一版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聚合物结构分析的研究对象一、聚合物结构的特
点二、高分子科学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三、聚合物结构分析的定义四、聚合物结构分析的研究对象第二
节 聚合物结构分析的常用仪器一、电磁波谱法二、热分析三、色谱法四、电磁辐射的衍射与散射五、
电子分析法六、扫描探针显微法第三节 聚合物结构分析的准备一、聚合物的分离二、聚合物的纯化三
、聚合物溶解性试验四、聚合物的燃烧试验第四节 聚合物结构分析的实施一、预备知识二、了解仪器
原理与应用范围三、确定分析目的四、选择分析方法五、结果的判定与解析参考文献第二章 振动光谱
与电子光谱第一节 光谱分析概论一、电磁辐射与光谱分析方法二、分子光谱与原子光谱三、光谱分析
方法分类第二节 红外光谱一、红外光谱的基本原理二、高分子聚合物的红外光谱三、红外色谱仪和样
品制备技术第三节 激光拉曼光谱一、概述二、基本原理三、拉曼光谱仪及样品制备技术四、聚合物拉
曼光谱的特征谱带第四节 振动光谱在聚合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一、红外光谱与激光拉曼光谱的比较二
、红外光谱在聚合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三、激光拉曼光谱在聚合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第五节 紫外光谱
一、基本原理二、仪器与样品制备三、有机及聚合物的紫外特征吸收第六节 荧光光谱一、荧光光谱基
本原理二、荧光光谱仪第七节 电子光谱在聚合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一、紫外光谱在聚合物结构分析中
的应用二、荧光光谱在聚合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第八节 光谱法的新进展一、近红外光谱法二、远红外
光谱法三、声光红外光谱法参考文献第三章 核磁共振与顺磁共振第一节 核磁共振原理一、原子核的
自旋与核磁共振的产生二、饱和与弛豫过程三、化学位移四、自旋的偶合与裂分第二节 核磁共振波谱
仪及实验技术一、核磁共振波谱仪二、实验技术第三节 核磁共振氢谱一、H-NMR谱图表示法二、一
级谱图与二级谱图三、H的化学位移及影响化学位移的因素第四节 核磁共振碳谱一、概述二、CNMR
的去偶技术三、C的化学位移及影响化学位移的因素四、碳核磁谱图解析的典型实例第五节 核磁共振
在聚合物研究中的应用一、聚合物鉴别二、聚合物立构规整度三、共聚物组成的测定四、聚合物序列
结构研究五、键接方式研究六、固体NMR在聚合物结构研究中的应用第六节 核磁共振技术新进展一
、二维NMR谱概述二、聚合物材料的NMR成像技术三、NMR仪器的进展第七节 顺磁共振及在聚合物
研究中的应用一、电子顺磁共振的基本原理二、ESR波谱仪及实验技术三、ESR谱图四、ESR在聚合物
结构研究中的应用参考文献第四章 热分析第一节 热分析概论一、热分析发展简史二、热分析的定义
与分类三、热分析的规范化与标准实验方法第二节 差热分析与差示扫描量热法一、DTA与DSC仪器的
组成与原理二、差热分析与差示扫描量热法的理论处理三、影响DTA与DSC曲线的因素四、DTA
与DSC数据的标定第三节 热重分析与微分热重一、热重分析与微分热重的基本原理二、热天平的基本
结构三、影响热重数据的因素四、热重试验及图谱辨析第四节 热分析在聚合物中的应用一、聚合物的
结晶行为二、聚合物液晶的多重转变三、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及共聚共混物相容性四、聚合物的
热稳定性及热分解机理五、聚合物的剖析六、其他应用第五节 热分析仪器的新进展与热分析联用技术
的发展一、热分析仪器的最新进展二、热分析联用技术参考文献第五章 动态热机械分析与介电分析第
一节 热机械分析一、热膨胀法二、热机械分析第二节 动态热机械分析一、动态热机械分析的基本原
理二、动态热机械分析仪器第三节 动态热机械分析在聚合物中的应用一、评价聚合物材料的使用性能
二、研究聚合物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三、预浸料或树脂的同化工艺研究和质量控制四、未知聚合物
材料的初步分析第四节 动态介电分析⋯⋯第六章 气相色谱与凝胶色谱第七章 裂解色谱与色质联用第
八章 显微分析 第九章 广角X射线衍射第十章 小角激光散射和小角X射线散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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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高分子科学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古往今来，材料、能源、信息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
三大支柱，人类产生的三大标志就是工具的制造（材料）、火的使用（能源）与语言的产生（信息）
。
而材料又是信息的载体，是能源开发、输送、储藏与使用的物质基础，可见其在人类社会中地位之重
要，故早期人类社会按使用的材料进行分类。
当今材料的天下由金属、陶瓷、高分子鼎足为三。
除常规材料外，许多具有特殊性能的新型材料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成为一系列高新技术
产业，如电子与通信材料、高性能结构新型材料、新能源材料与节能材料等。
因此在通用高分子材料产量迅猛增加、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大量高分子新材料陆续问世，应用在国
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高吸水性材料、光致抗蚀材料、高分子分离膜、高分子催
化剂、导电高分子、医用和药用高分子等。
今后高分子材料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高性能化、高功能化、复合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因此对高聚物结构，以及结构与性能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的高分子研究方法——通过研究合成方法，测试物理与化学性能、改进加工技术、开发应用途径
，即合成一性能一加工一应用的模式，已不能适应高分子科学的现实和发展，取而代之的是以通过对
合成反应与结构、结构与性能、性能与加工之间各种关系的大量分析测定，从而找出内在规律，按照
指定的性能进行分子设计与材料设计，并提出所需的合成方法与加工条件，即应用一性能一结构一高
分子设计一合成一加工一应用的新模式。
因此带来大量高聚物结构分析、结构与性能关系测定的课题，使得高聚物结构分析在高分子科学中的
地位日益重要。
三、聚合物结构分析的定义聚合物结构分析，是利用现代分析技术，特别是仪器分析方法，测定高分
子的链结构和凝聚态结构，探讨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合成、加工与应用过程中聚合物结构
变化规律的一组技术，是高分子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聚物结构分析是沟通高分子的合成、产品设计以及最终产品性能和需求这一发展循环的桥梁。
从高聚物结构分析所得到的信息，可作为高分子设计、合成、产品的质量控制、加工和应用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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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聚合物结构分析(第2版)》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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