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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高分子材料主要由三大材料组成--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由于资源丰富，性
能优异，加工容易，已发展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品种最多的材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材
料。
作为高分子材料中产量最大的合成树脂，其生产工艺多样、技术复杂、结构独特、性能优异、应用广
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快的材料。
　　合成树脂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我国合成树脂工业
也取得了飞速发展。
目前我国的合成树脂和塑料制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前列，成为合成树脂和塑料制品的生产大国
与消费大国。
与之相对应，社会对高分子材料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十分旺盛，为了配合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满足学生获取知识的愿望，特组织编写了高分子合成材料这《高等学校教材：高分子合成材料学（下
）》。
　　《高等学校教材：高分子合成材料学（下）》主要叙述热塑性树脂，内容包括五大通用树脂PE
、PP、PVC、PS和ABS，以及通用工程塑料PA、PC和PET、PBT。
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合成树脂的国内外发展历史、合成原理、生产工艺、结构和性能以及加工和应
用。
所涉及的树脂品种和牌号基本以已经工业化生产的品种为主，内容上注重成熟、先进的技术，注 一笔
法　　第八?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和基本理论运用的阐述，对于新的技术和原理的进展给予充分的反映
，并适当地介绍有工业化前景的一些内容。
期望能为高校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学生或社会相关专业人员提供一本全面系统介绍通用合成树脂和工程
塑料的专业书籍。
　　《高等学校教材：高分子合成材料学（下）》根据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编写，由于有关高分子材
料的国内外科技文献浩如烟海，《高等学校教材：高分子合成材料学（下）》限于篇幅和作者精力，
不可能面面俱到，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可能会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敬请专家学者和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高等学校教材：高分子合成材料学（下）》编写过程中，硕士研究生张宜鹏、张伟清协助对
一些方程式和图片进行了编辑，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所有提供文献资料的作者和支持帮助《高等学校教材：高分子合成材料学（下）》编写
的同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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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分子合成材料》的下篇--热塑性树脂篇。
主要介绍了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热塑性高分子合成材料。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五大通用树脂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和ABS树脂，以及通用工程
塑料聚酰胺、聚碳酸酯、PET和PBT。
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合成树脂的国内外发展历史，合成原理，生产工艺、结构和性能，以及加工和应用
。
所涉及的树脂品种皆为已经工业化生产的品种，内容上条理清晰，注重反应原理、结构和性能之间的
理论关系，并以成熟、完备的生产技术为依据，并适当地介绍了一些有工业化前景的相关内容。
    本书可满足高等工科学校高分子材料专业学生和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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