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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胶粘剂及其应用黄世强孙争光吴军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各种胶粘剂的组成结构
与性能、合成方法、实际应用配方及使用操作技术。
其主要内容包括：胶粘剂及其粘接技术概述、环氧树脂胶粘剂、不饱和聚酯胶粘剂、聚氨酯胶粘剂、
酚醛树脂胶粘剂、丙烯酸酯胶粘剂、有机硅胶粘剂、聚酰亚胺及杂环类胶粘剂、橡胶胶粘剂、热熔胶
和密封胶。
　  《胶粘剂及其应用》内容新颖、翔实，层次清晰，并配有丰富的应用实例和多种配方，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胶粘剂及其应用》适合于从事胶粘剂研发、生产与应用的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在
校师生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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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表面处理之后，就要进行调胶配胶。
对于单组分胶粘剂，一般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但是一些相容性差、填料多、存放时间长的胶粘剂会沉
淀或分层，在使用之前必须要混合均匀。
若是溶剂型胶粘剂因溶剂挥发而导致浓度变大，还得用适当的溶液稀释。
对于双组分或多组分胶粘剂，必须在使用前按规定的比例严格称取。
因为固化剂（交联剂）用量不够，则胶层固化不完全；固化剂用量太大，又会使胶层的综合性能变差
。
因此，一般称取各组分时，相对误差最好不要超过2%-5%，以保证较好的粘接性能。
每次配胶量的多少，根据不同胶的适用期、季节、环境温度、施工条件和实际用量大小决定，做到随
用随配，尤其是室温快速固化胶粘剂，一次配制量过多，放热量大，容易过早凝胶，影响涂胶，也会
造成浪费。
有的胶粘剂配方中，固化剂或促进剂用量给出了很大范围。
一般地说，在夏天气温高时选用含量小的配方，其他情况下选用含量高的配方。
由于胶粘剂固化时要放热，因此，对于一些在常温下反应缓慢的胶粘剂，可以一次配足所需要的使用
量，而对于一些室温下反应快或固化反应放热量大的胶粘剂，则应该少配、勤配，否则会由于配好的
胶液因反应放出的热来不及散发而使胶液温度升高，进一步加快反应速度，结果使胶液在短时间内凝
胶，甚至“暴聚”。
调胶时各组分搅拌均匀非常重要。
例如双组分环氧胶，若是固化剂分散不均匀，就会严重损害粘接性能，不是固化不完全，就是局部发
粘发泡。
称取时还应当注意，取各组分的工具不能混用，调胶的工具也不能接触盛胶容器中未用的各组分，以
防失效变质。
配胶的容器和工具最好在购胶时配套购置。
若买不到配套器具时，可选用玻璃、陶瓷、金属的干净容器，搅拌工具可用玻璃棒、金属棒代替。
但应当注意，这些器具中不能有油污、水或其他污染物，使用前最好用溶剂清洗干净。
配胶的场所宜明亮干燥、灰尘尽量少，对有毒性的胶，应在通风的环境中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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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胶粘剂及其应用》掌握胶粘剂的种类——选好胶粘剂，熟知胶粘剂的应用——用好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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