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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分子化学》分册分别以聚合反应的引发体系、聚合反应及聚合方法、共聚物的合成等方面为线索
，介绍了我国在高分子合成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取得的成果。
由于高分子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密切联系，本书也涉及了聚合物的工业合成技术；对于近些年国际上
出现的一类非共价键新“聚合物”体系研究领域——“超分子聚集体”领域，本书也从前瞻高分子发
展的角度予以简单介绍。
读者可以从本书内容体会、探索高分子化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本书可以作为从事高分子科研与教学的专业人员、研究生，高分子产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对高
分子感兴趣的其他领域专业人员的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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