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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现代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材料性能与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塑料材料在高分子材料中用量最大，由高分子化合物与助剂经适当的配方、混合而得到。
塑料配混即为塑料材料成型加工提供满足成型要求与制品性能的物料，是塑料材料成型的重要部分，
相应的塑料配混工岗位要求掌握塑料与助剂、塑料改性原理、物料混合设备、混合原理与工艺等知识
，并具备资料收集分析、配方设计、制定配混工艺、完成配混操作、控制检验配混物料质量等方面的
能力。
　　“塑料配混技术”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我们由塑料材料成型加工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
教材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共七个项目，包含了塑料成型所用物料类型：粉料、分散体及粒料（含母料
），应用了化学改性、填充改性、共混改性、增强改性、纳米复合材料等改性方法。
每个项目开篇的“学习目标、工作任务”有利于学生有的放矢地学习，设置的“查找、思考、分析、
讨论、实操、总结、评价”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在实操中全面接触
到塑料配混所需的多种助剂、设备和仪器，融“教、学、做”为一体，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理念，全面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
每个项目列出多个工作任务，可根据行业发展情况、教学环境条件选择，且工作任务未规定具体材料
，以给予学生较大的自主性。
另外，每个项目的知识与能力拓展部分，可开阔学生视野。
　　本书为高职高专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类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塑料成型加工的技术人员参考
。
　　本教材由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组织编写，由孔萍主编、王玫瑰主审。
项目一、二、五由孔萍编写，项目三、六由李四红编写，项目四、七由杨崇岭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东顾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赵侠高级工程师、广东炜林纳功能材料有限公司钱
玉英工程师的支持，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实习基地、高分子加工技术教研室的同仁们也给予了
通力协作。
本教材参考了大量的公开出版发表的专著、教材、论文（见参考文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编写适用于高职专业教学的《塑料配混技术》教材尚属首次，同时塑料配混包含了大量工业实用
技术，涉及面广，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误，敬请各位专家、老师及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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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塑料配混技术》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共七个项目，包含了塑料成型所用物料类型：粉料、分散
体及粒料（含母料），应用了化学改性、填充改性、共混改性、增强改性、纳米复合材料等改性方法
。
每个项目开篇的“学习目标、工作任务”有利于学生有的放矢地学习，设置的“查找、思考、分析、
讨论、实操、总结、评价”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在实操中全面接触
到塑料配混所需的多种助剂、设备和仪器，融“教、学、做”为一体，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理念，全面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
每个项目列出多个工作任务，可根据行业发展情况、教学环境条件选择，且工作任务未规定具体材料
，以给予学生较大的自主性。
另外，每个项目的知识与能力拓展部分，可开阔学生视野。
　　《塑料配混技术》为高职高专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类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塑料成型加工的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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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热稳定剂聚氯乙烯树脂对热很敏感，未稳定的聚氯乙烯在受热时会引起降解，甚至在较低温度
下进行干混合也会引起热降解。
所以聚氯乙烯塑料必须加人热稳定剂。
可作为聚氯乙烯的热稳定剂有铅盐、金属皂、有机锡及复合稳定剂等，不同稳定剂并用的效果可能会
比单独使用效果之和更好或更差，即产生“协同效应”或“对抗效应”。
　　③增塑剂经过增塑的聚氯乙烯，其软化点、玻璃化温度、脆性、硬度、拉伸强度、弹性模量等均
下降，而耐寒性、柔顺性、伸长率则会得到提高。
聚氯乙烯常用增塑剂有邻苯二甲酸酯类、脂肪族二元酸酯类、磷酸酯类等。
　　④填料填料　　可降低成本、减小成型收缩、提高塑料的硬度和压缩强度等，最常用的填料是碳
酸钙，碳酸钙的类型和用量对制品的力学强度和耐化学性有显著影响，填料的表面处理也很重要，选
用适当的偶联剂或表面处理剂对填料进行表面处理，可提高强度、改善塑料熔体流动性。
常用的偶联剂及表面处理剂有硅烷、钛酸酯、铝酸酯偶联剂、硬脂酸等。
填料对塑料材料的改性称为“填充改性”，详见下篇项目五。
　　⑤润滑剂与热稳定剂一样，润滑剂也是必须加入聚氯乙烯中的添加剂。
润滑剂可促进物料从设备的金属表面脱离、降低熔体黏度、影响物料的熔融时间，润滑剂有内润滑剂
、外润滑剂，常用的有石蜡、聚乙烯蜡和金属皂。
　　⑥冲击改性剂硬聚氯乙烯塑料的缺口冲击强度及低温冲击强度低，需添加韧性优越的弹性体或树
脂作为冲击改性剂，以达到制品需要的冲击强度，常用冲击改性剂有氯化聚乙烯（CPE）及丙烯酸类
共聚物ACR。
　　⑦加工改性剂硬质PVC塑料成型加工时的凝胶速度慢、流动性差，加入加工改性剂后能加快树脂
在塑炼过程中的凝胶速度，使其充分凝胶而发挥树脂应有的力学性能。
这样，既提高了树脂的流动性，又能改善制品的质量，加工改性剂主要是丙烯酸类共聚物ACR，a-甲
基苯乙烯的低聚物M-80也时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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