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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功能高分子材料学是近代发展较快的交叉学科，也是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发展的热点与前沿。
它不仅在轻工、化工、纺织、石油化工、国防科技、医疗保健中应用广泛，而且在生物科学、信息科
学、材料科学以及新能源科学等高新技术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书共分9章，全面介绍了功能高分子材料。
第1章首先提出了功能高分子材料学概念、功能高分子分类、功能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原理与智能高分
子设计理论方程。
第2章化学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介绍了高分子试剂、催化剂、酶与固定化酶、感光与光化学反应、
功能性粘合剂、高分子天然矿物纳米复合材料催化剂及载体。
第3章物理功能高分子材料，包括光学功能、电学功能、磁学功能、热学功能、声学功能、力化学功
能与能量转换功能高分子。
第4章物理化学功能高分子材料，包括高分子功能膜、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高分子吸附剂、高分子
絮凝剂、高分子色谱固定相、释放负离子功能高分子、分子识别功能高分子材料、天然矿物纳米材料
吸附剂，由孙俊芬博士编写。
第5章超力学功能高分子材料，介绍了超高强度、超高弹性功能高分子材料、液晶高分子材料，由彭
桂荣博士编写。
第6章医用功能高分子材料，介绍了医用功能高分子设计合成、高分子药物、高分子药物包装材料、
高分子检查诊断试剂、人工脏器，由鄢国平博士编写，其中6．6节由王香梅博士编写。
第7章智能高分子材料，包括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形状记忆合金、刺激响应性高分子凝胶、智能药
物释放体系、智能高分子膜材，由沈新元博士编写。
第8章功能高分子材料应用与开发，包括碳纤维与功能复合材料、功能性色素、粘接功能高分子材料
、功能纤维织物、功能性塑料树脂、功能橡胶弹性材料、功能性涂料、功能性包装材料、土建功能高
分子材料、极限环境功能高分子材料，其中8．1、8．2节由张海全博士编写。
第9章未来功能高分子材料，包括信息传递高分子、储能高分子、智能超分子、仿生命功能高分子材
料、复合高分子智能材料，由王香梅博士编写。
其余部分由李青山博士、吴丽娜硕士、卓玉国硕士编写。
全书由李青山教授担任主编，燕山大学邢广忠教授、东华大学王庆瑞先生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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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能高分子材料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对功能高分子材料做了全面
的介绍。
全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功能高分子材料学创造工程研究、化学功能高分子材料、物理功能高分子
材料、物理化学功能高分子材料、超力学功能高分子材料、医用功能高分子材料、智能高分子材料、
功能高分子材料应用与开发以及未来功能高分子材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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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功能高分子材料学创造工程研究　　材料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也是衡量人类文明的一
种尺度。
新材料是时代发展的特征标志，也是人类进化的重要里程碑（表1-1）。
人类历史上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半导体时代、高分子材料时代就是以材料为主要标
志划分的。
从材料的历史进程来看，无论是远古的新、旧石器时代，还是随后的陶器、铜器时代或铁器时代，人
们从直接使用石材、木料、棉麻、皮毛等天然材料，到学习将粘土变成陶器，将矿石变成铜、铁，并
将其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过程，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础。
信息科学技术、能源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材料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四大支柱，而其
中材料又是一切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
各种新型材料是各项高新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新材料的出现，往往会对技术改革创新提供重大
的突破。
所有工业发达国家都把新型材料的研究与开发放在重要的位置。
功能高分子材料是2l世纪的新型材料，是在原有的常规材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是指新近发展或
正在发展的，具有优异性能或特殊功能的材料，有的已经能达到实用阶段。
功能高分子材料学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并开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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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功能高分子材料学》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选修课教材，
同时还可供从事功能高分子材料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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