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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分子材料科学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有材料类专业的高校都设置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特别是应用型专业
人才在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中显得尤为重要，迫切需要实际、实用、实践为原则的教材。
编者在多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理论，同时注重其实用性知
识的传授，使之更适合教学的需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满足工科院校材料科学方面的共同
需要。
 本教材的特点在于突出基础性、系统性、实用性，并加强了与其他材料学科的相互贯通。
材料科学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懂得塑料、橡胶、纤
维、涂料和胶黏剂、功能高分子材料等方面的知识和加工技能，也需要熟悉高分子材料各个领域，甚
至高分子材料科学发展前沿现状。
为此，在第1章讲述了材料科学的共性问题，以后各章按主要品种从材料的制备开始，依次为性能和
它们的应用等几方面展开，特别是对于高分子共混材料和复合材料等当今发展的重点和热点领域进行
了专门的论述，在最后一章对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教科书，同时对于从事高分子材料生产、加工、
应用和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教材共8章，第1章、第2章、第4章由丁会利编写，第3章、第5章由袁金凤编写，第6章和第7章由钟
国伦编写，第8章由王农跃编写，全书由王农跃进行统稿，初稿完成后由张留成教授、瞿雄伟教授对
全书稿进行了仔细的审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致谢忱。
 尽管我们多年来从事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限于水平，加之时间紧迫，书
中错误及疏漏实属难免，诚望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给予批评指正，便于修改、完善本教
材。
同时，对支持此项工作的教育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河北工业大学与宁波理工大
学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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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分子材料及应用》以高分子材料的结构&middot;性能&middot;应用为主线，联系其他材料科
学，阐述了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结构、性能和主要应用领域，简要介绍了各类高分子材料的基础知识
和相关的加工成型方法。
全书共八章：材料科学概述、塑料、橡胶、纤维、涂料及胶黏剂、高分子共混和复合材料、功能高分
子材料、高分子材料的新发展。
重点阐述了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理论，同时注重知识的实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
，可满足工科院校材料科学知识方面的共同需要。
　　《高分子材料及应用》为高等工科院校高分子类专业教科书，也可供从事高分子材料及其他材料
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生产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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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③铝及铝合金铝合金具有密度小、导热性好、易于成形、价格低廉等优点，已广泛
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轻工建材等部门，是轻合金中应用最广、用量最多的合金。
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和冶炼技术的突破，其性价比大为提高，目前交通运输业已成为铝合金材料的第
一大用户。
在世界范围内，2001年交通运输业消耗铝占全世界原铝产量的27.6％，有些国家达30％以上。
随着交通运输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铝及铝合金材料在航空航天和汽车三大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加。
 铝合金是亚音速飞机的主要用材，目前民用飞机结构上的用量为70％～80％，其中仅铝合金铆钉一项
每架飞机就有40万～150万个；据波音飞机公司的统计，制造各类民用飞机31.6万架，共用铝材710万吨
，平均每架用铝22.5t。
铝制零部件在先进军用飞机中的比例虽低一些，但仍占其自身总质量的40％～60％。
2010年全球航空航天铝材的消费量达60万吨，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5％。
 航空航天铝材的价格比普通民用铝材的价格高得多，为后者的18倍左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
其政治与军事意义则尤为重大。
2002年美国航空航天铝材的价格为33000～44100美元／吨，而普通民用铝材的价格只不过2200～3500美
元／吨。
 美国是世界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其用铝约占全球此领域用铝量的50％以上，其他国家如法国、俄罗斯
、中国、日本、巴西、加拿大、英国等国的用量约为50％。
2002年，全世界航空航天用铝量约42万吨，其中美国的用量为21.4万吨。
 美国铝业公司（Alcoa）是世界航空航天铝材的主要供应者，占全球总供应量的35％以上，为了保持
其在该领域的世界霸主地位，获得更大的利润，经过精心而全面的调查研究与策划后，于2002年提出
了一个名为“20—20攻关计划（20—20 Initiative）”的计划。
计划内容与目标包括：在20年时间内，开发一批新的高性能铝合金，改进铝制零部件的设计，采用高
技术制造工艺，使铝制零部件的质量下降20％，使铝制零部件的制造成本与维护费用减少20％。
 铝锂合金具有低密度、高比强度、高比刚度、优良的低温性能、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卓越的超塑成型
性能，用其取代常规的铝合金可使构件质量减轻15％，刚度提高15％～20％，被认为是航空航天工业
中的理想结构材料。
在航天领域，铝锂合金已在许多航天构件上取代了常规高强铝合金。
铝锂合金作为储箱、仪器舱等结构材料具有较大优势。
 国外预测，含铝一镁合金及其他系列的铝合金有可能成为下一代飞机的重要结构材料。
TiAl基合金的板材除了有望直接用作结构材料外，还可以用作超塑性成型的预成型材料，并用于制作
成型航空、航天发动机的零部件及超高速飞行器的翼、壳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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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分子材料及应用》为高等工科院校高分子类专业教科书，也可供从事高分子材料及其他材料科学
的教学、科研和生产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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