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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根据2000年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机电专业系列教材编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定的模具专
业&ldquo;塑料模具设计&rdquo;课程教学大纲组织编写的。
　  本教材参考学时为100学时，共有8章内容。
第1章介绍了高聚物的分子结构和特性、热力学性能及在成型过程中的变化、塑料的组成与分类、工
艺性能、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第2章介绍了塑料的注射模塑、压缩模塑、压注模塑和挤出模塑
的成型原理、工艺过程及工艺规程的编制；第3章介绍了塑件工艺性分析、塑料模的分类和基本结构
、分型面的选择、成型零件的设计、结构零件的设计及塑料模的设计程序；第4章介绍了注射模的基
本结构及各组成部分的设计计算方法；第5章介绍了压缩模的基本结构及设计计算方法；第6章介绍了
压注模的基本结构及设计计算方法；第7章介绍了挤塑模的组成、基本结构及设计计算方法；第8章介
绍了气辅注射模具、热成型模具、泡沫塑料成型模具及中空成型模具。
　  本教材由陈志刚编著。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机电专业系列教材编委会及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还存在错误和欠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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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塑料模具设计（第2版）》中主要介绍了塑料模具的结构设计及计算方法，系统地介绍了注射
模、压缩模、压注模及挤出模的设计及计算方法，并且对塑料成型工艺、常用塑料及成型设备也作了
简明的介绍。
《塑料模具设计（第2版）》是高职高专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材，亦可作为中职、技校模具专业教
材使用，对从事模具设计与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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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树脂是塑料的主要成分。
最早，树脂是指从树木中分泌出的脂物。
后来又发现，从热带昆虫的分泌物中也可提取树脂。
有些树脂还可以从石油中得到。
这些都属于天然树脂，其特点是无明显的熔点，受热后逐渐软化，可溶解于有机溶剂，而不溶解于水
。
　  由于天然树脂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因此，在实际生产中所用的树脂都是合成
树脂。
合成树脂是人们按照天然树脂的分子结构和特性，用人工方法合成制造的。
由于合成树脂是由相对分子质量小的物质经聚合反应而制得的相对分子质量大的物质，因此称之为高
分子聚合物，简称高聚物。
树脂一般在常温常压下为固体，也有的为粘稠液体。
　  有些合成树脂可以直接作为塑料使用（如聚乙烯、聚苯乙烯、尼龙等），但有些合成树脂必须在
其中加入一些助剂，才能作为塑料使用（如酚醛树脂、氨基树脂、聚氯乙烯等）。
1.1.2高分子与低分子的区别　  不管是天然树脂还是合成树脂，它们都属于高分子聚合物，塑料的许多
优异性能都与高聚物的分子结构密切相关。
下面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高分子与低分子的区别。
　  （1）分子中所含原子数在低分子物质中，每个分子所含原子数为几个、几十个，最多几百个。
而高分子物质中，每个分子所含原子数为几千个、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
　  由此可见，高分子所含原子数远远多于低分子。
　  （2）相对分子质量低分子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为几十、几百，而且相对分子质量是固定的。
而高分子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可达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而且相对分子质量还可以根据
需要进行改变。
另外，树脂中无数个大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并不完全相同，有很大差别，因此高分子化合物的相对分
子质量采用平均相对分子质量来表示。
　  由此可见，高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远远大于低分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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