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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组分聚合物是近年来高分子材料研究和应用中发展极其迅速的领域之一，发展多组分聚合物的目的
是对已有高分子材料进行改性。
在高分子科学发展早期，高分子材料的改性是通过共聚来实现的。
通过共聚开发了一大批非常有用的高分子材料。
但通过共聚对高分子材料进行改性的过程比较复杂，效率较低，因此人们一直在寻找更简捷快速的方
法以实现对高分子材料的改性,共混方法由此应运而生。
多组分聚合物就是通过化学或物理共混方法制备的一大类高分子材料的统称。
目前，高分子材料的共混已成为其改性的主要手段之一，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高分子材料工业
中的许多重要发现和发明都与高分子材料的共混改性有关，因此高等院校高分子材料类专业的学生，
尤其是研究生，了解和掌握一些多组分聚合物方面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国内已有许多院校的高分子材料类专业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据了解，目前国内外介绍高分子共混材料的书籍虽然很多，但适合作为教材的却并不多见。
大量的相关信息散落于各种专业杂志中，学生们往往无所适从。
笔者在从事多组分聚合物结构与性能的教学过程中，也深深感到这方面教材的缺乏。
本书最初是笔者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多组分聚合物结构与性能”课程的讲义，经过多年补充、修改
和完善，形成较为完整的教材体系。
本书是作者结合多年来从事多组分聚合物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体会，参阅了大量国内外
有关专著和文献资料后编写的，希望不仅能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使用，更能为
相关领域的教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从事教学、科研和工程技术工
作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全书的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多组分聚合物的基础理论知识，第二部分着重讨论
了多组分聚合物的各方面性能，第三部分则对一些重要的多组分聚合物，尤其是具有特殊结构的接枝
共聚物、嵌段共聚物、互穿聚合物网络和超支化聚合物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重点参考了江明编著的《高分子合金的物理化学》，封朴编著的《聚合物合金》
，吴培熙、张留城编著的《聚合物共混改性原理及工艺》，王经武编著的《塑料改性技术》，孙载坚
、周普等编著的《接枝共聚物》和谭惠民、罗云军编著的《超支化聚合物》等著作，从中受到不少启
发和教益，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的第1章～第4章、第8章、第9章和第11章由王国建撰写，第5章～第7章、第10章和第12章由邱军
撰写。
全书由王国建审校、修改和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的大力支持，将其列为同济大学“十一五”规划教材，
并得到“同济大学教材、学术出版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信息量较大，加之笔者学识水平有限，尽管在编著过程中力图正确和
准确，但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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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组分聚合物是近年来高分子材料中研究、开发和应用十分活跃的领域之一。
本书作者是直接从事多组分聚合物教学、科研和开发领域长期工作的教师，通过总结自己的教学、科
研经验，并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文献资料，根据研究生教学的特点，以通俗简洁的语言对近年来研究
十分活跃的多组分聚合物的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制备技术、性能特点、主要应用和发展方向作了较
为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本书内容翔实丰富，科学性强。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分子材料及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课
外阅读图书，并可供从事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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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按聚合物共混物组分之间有无化学键，可将它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不同聚合物之间无化学键
存在的物理共混物；另一类是不同聚合物分子链（链段）间存在化学键的化学共混物。
（1）物理共混物  将不同种类的聚合物置于混合设备中，借助于搅拌、剪切的作用进行物理混合得到
的共混物称为物理共混物或机械共混物。
物理共混的结果是使聚合物间实现最大程度的分散，形成稳定的体系。
机械共混的方法主要有熔融共混、溶液共混和乳液共混，其中以熔融共混使用最普遍。
目前的研究表明，物理共混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化学反应。
事实上，在强烈的机械剪切作用下，也可能使少量聚合物降解，产生大分子自由基，继而形成接枝或
嵌段共聚物。
因此物理共混物中往往伴有一定的化学共混物。
（2）互穿网络聚合物  互穿网络聚合物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交联聚合物互相贯穿、缠结形成的聚合物
共混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两种聚合物之间并无化学键连接，两种聚合物各自以微小的聚集体形成三维空问连续
的网络并相互贯穿，无法通过简单方法分离，因此即使在两种聚合物互不相容的情况下，仍可达到强
制的混合。
因此这类共混物可看成是通过化学方法实现的物理共混，它是高分子共混物中一个重要的品种，但至
今工业化的产品尚不多。
（3）嵌段共聚物和接枝共聚物  嵌段共聚物是由化学结构和性能不同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大分子通过头
尾连接所形成的共聚物，每一种大分子链的重复单元至少在几十个以上。
接枝共聚物是由化学结构和性能不同的两种大分子通过主链与支链的化学连接所形成的共聚物，同样
，每一种大分子链的重复单元至少也在几十个以上。
在这两类共聚物中，各种大分子链之间仅有少量化学键相连接，因此每一个大分子基本保持了各自的
化学和物理特性，形成独立的相区，因此是两类典型的多组分聚合物，可看成是用化学方法制备的高
分子共混物。
嵌段共聚物和接枝共聚物有十分独特的性能，已成为多组分聚合物中最受关注的体系。
（4）交联型共混物在这类共混物中，一种聚合物作为另一种聚合物的交联剂，或互为交联剂，即两
种聚合物通过化学键互相交联起来。
这种交联体系与传统的采用小分子固化剂形成的交联体系不同，由于形成交联的两部分均为高分子，
当交联度不是很高时，各种高分子均可独立运动而形成相区，因此也是一类典型的采用化学方法制备
的聚合物共混物。
环氧树脂和聚酰胺反应形成的固化产物即属于这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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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组分聚合物结构与性能》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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