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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助剂是精细化工行业中的一大类产品，在塑料、橡胶、合成纤维、涂料、印染、造纸、皮革、食
品、石油开采等工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在合成材料中，助剂的使用可以赋予材料和制品多种多样的性能。
助剂具有用量少、品种多、作用大、效益高等特点，被誉为“工业味精”。
随着人们对材料及产品性能需求的不断提高，对助剂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在助剂使用过程中，复配技术显得异常重要，根据各种助剂之间的协同作用原理，将几种同类或
不同类的助剂复配使用，可显著提高助剂的性能。
尽管助剂的应用在众多参考书中都有述及，但关于各类助剂复配技术的论著还很有限。
作者在总结自己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近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编写了这本《工业助
剂及其复配技术》，以期对从事相关领域学习和科研的工作人员能有所帮助。
全书共分10章，内容涉及表面活性剂型助剂、高分子材料用助剂、食品添加剂及特种染料颜料。
由于乳化剂、分散剂、起泡剂、消泡剂、抗静电剂、柔软剂、流变助剂等多种助剂本身就是表面活性
剂或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结构特性，因此，书中花费较大篇幅对表面活性剂的基本性质及复配原理作了
较详细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全面介绍了各类助剂的性能、种类、作用原理、复配技术及应用。
　　由于本书涉及面较广，而作者学识和精力有限，虽竭尽努力，但疏漏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
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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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助剂及其复配技术》着重介绍了表面活性剂、乳化剂、分散剂、起泡剂、消泡剂、发泡剂
、抗静电剂、柔软剂、流变助剂、高分子材料用助剂、食品添加剂及特种染料颜料等多种助剂。
从基本概念、作用原理、主要类型到复配原理、实际配方、应用效果、发展趋势等方面都尽可能作较
详尽的阐述，并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内容具体、实用。
　　《工业助剂及其复配技术》可供从事合成材料、功能精细化学品研究、生产和应用单位的工程技
术人员及从事相关领域学习和研究的工作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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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表面活性剂　　2.1 表面活性剂概述　　2.1.1 表面张力和表面自由能　　任何液体表面都具
有倾向收缩的特性，其表现是小液滴趋向于球形，如：小水银珠和荷叶上的水珠，以及液膜自动收缩
等现象。
这些现象正是表面张力和表面自由能作用的结果。
由于处于表面上的原子或分子受到一个净的（正值）向内的（指向本体相）垂直于表面的吸引力，该
吸引力作用的结果是沿表面产生了横向的作用力，使得液体表面自动收缩，这个作用力即表面张力（
图2—1）。
液体的表面张力和表面自由能分别是用力学和热力学的方法研究液体表面现象时采用的物理量，两者
有相同的量纲，采用相应的单位时（如分别用mN/m和mJ/m2）数值相同，但在应用上各有特色。
　　表面张力和表面自由能是分子间作用力的集中表现，随物质组成及状态不同，产生表面张力和表
面自由能的本质也不同，各种作用力中化学键与金属键的强度较大，这些键常对固体的表面能做出贡
献，故固体的表面能相对较高，一般在几百到一千多毫牛/米的范围。
对于常见液体主要是物理的相互作用，即van der Waals力。
已知的最低的液体表面张力值是温度为1K时液氦的表面张力0.37mN/m，最高值是铁在它的熔点时的
表面张力1880mN/m。
常见液体的表面张力在100mN/m以下，如在20℃时，水的表面张力为72.75mN/m，苯为28.88mN/m，
己烷为18.43m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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