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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分子材料是一门与多学科紧密交叉、相互渗透关联、且内容宽泛丰富的综合性学科，是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
本教材是编者在长期从事高分子材料教学和科研工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专著
和文献资料后编写的。
全书对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且应用较为广泛的通用高分子材料、高性能高分子、功能高分子材料及高分
子材料加工助剂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
在编写过程中，力图以通俗简练的语言介绍各种材料的主要性能、应用和发展方向。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尽可能反映这些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重点参考了潘祖仁先生主编的《高分子化学》增强版、黄丽主编的《高分子材料
》、王国建等主编的《功能高分子材料》等著作，从中得到很多启迪与教益，在此深表感谢。
本教材共10章，其中第1章～第4章由贾红兵教授编写、第5章～第7章由朱绪飞副教授编写，第8章～
第10章由贾红兵教授编写，全书由贾红兵教授进行统稿、定稿。
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浙江大学潘祖仁教授，感谢先生对我们编写本书的鼓励，更感谢先生对本
书所做的全面、详细的审阅和修改。
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将使我们终身受益。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材料工艺处的大力支持，
以及南京理工大学陆路德教授的关心与帮助，祝丽娟、巩延果等硕士生在文稿的输入和编排方面付出
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尽管在编写过程中力图正确与准确，限于编者的编写水平，书中的疏
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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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分子材料》全书共分十章，分别对通用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加工助剂、化学性能高分子
材料、光磁功能高分子材料、电绝缘高分子材料、电功能高分子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高性能
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的循环利用和资源化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
在编写过程中，力图以通俗简练的语言介绍各种材料的主要性能、应用和发展方向。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尽可能反映这些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高分子材料》适合高等院校高分子材料和加工专业教学使用，同时对于从事高分子材料生产、
加工、应用及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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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纤维的成型加工包括：成纤聚合物的制备、纺丝（熔体和溶液纺丝）、初生纤维的二次加工。
合成纤维具有强度高、耐高温、耐酸碱、耐磨损、质量轻、保暖性好、抗霉蛀、电绝缘性好等特点，
广泛地用于纺织工业、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医疗卫生、通讯联络等各个重要领域，已经
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
（4）涂料涂料是合成树脂另一种应用形式，用来涂覆物体表面，形成保护或装饰膜层。
涂料是多组分体系，主要组分包括成膜物、颜料和溶剂。
①成膜物也称基料，它是涂料最主要的成分，其性质对涂料的性能（如保护性能、力学性能等）起重
要作用。
作为成膜聚合物必须与物体表面和颜料表面具有良好的结合力。
原则上各种天然和合成的聚合物都可以作为成膜物质。
与塑料、橡胶、纤维等所用聚合物的主要差别是，涂料聚合物的分子量较低，一般为非晶态聚合物。
成膜物质分为转化型（反应）和非转化型（非反应）。
前者在成膜过程中伴有化学反应，形成网状交联结构，一般由植物油或具有反应活性的低聚物、单体
构成，如环氧树脂、醇酸树脂等。
非转化型成膜物质一般是热塑性聚合物，如纤维素衍生物、氯丁橡胶、热塑性丙烯酸树脂等，在成膜
过程中不发生化学反应，借溶剂挥发而后成膜。
②颜料主要起遮盖和赋色作用，还有增强、赋予特殊性能（如防锈）、改善流变性能、降低成本的作
用。
一般为0.2～10μm的无机粉末或有机粉末。
③溶剂通常是用以溶解成膜物的易挥发性有机液体。
涂料涂敷于物体表面后，溶剂基本上应挥发尽，但溶剂对成膜效果和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常用的溶剂包括甲苯、二甲苯、丁醇、丁酮、乙酸乙酯等。
溶剂的挥发是涂料对大气污染的主要根源，溶剂的安全性、对人体的毒性也是涂料工作者在选择溶剂
时所要考虑的。
除上述三种主要组分外，涂料中一般都加有其他添加剂，分别在涂料生产、贮存、涂装和成膜等不同
阶段发挥作用，如增塑剂、湿润分散剂、浮色发花防止剂、催干剂、抗沉降剂、防腐剂、防结皮剂、
流平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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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分子材料》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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