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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天然高分子和高分子物理基本概念、方法、原理和理论，简要介绍天然高分子材料的改性及
其结构、性能和应用。
并且包括如何表征天然高分子及其改性材料的分子量及其分布、链构象、化学结构及其组成、结晶度
及取向、熔点、玻璃化温度、分子运动及力学松弛、热性能、力学性能及生物降解性等方面的先进方
法以及光谱、波谱、色谱和电子显微技术。
本书收集了大量具有创新思想和科学价值的实例，以指导读者更有效地从事天然高分子材料科学与技
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
全书共收集近1000篇参考文献，内容丰富、新颖、简明易懂，是一本较全面、深入的天然高分子及高
分子物理书，适合天然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天然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农林及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生、
教师、科技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然高分子改性材料及应用>>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天然高分子概述  1.2 天然高分子材料研究进展    1.2.1 纤维素    1.2.2 木质素    1.2.3 甲壳素
、壳聚糖    1.2.4 淀粉    1.2.5 魔芋葡甘聚糖    1.2.6 蛋白质  1.3 天然高分子改性途径及应用前景    1.3.1 天然
高分子的溶解和熔融    1.3.2 衍生化改性    1.3.3 接枝共聚    1.3.4 物理共混    1.3.5 互穿聚合物网络  参考文
献第2章 天然高分子材料的结构和性能表征方法  2.1 光谱及波谱分析    2.1.1 红外光谱    2.1.2 荧光光谱   
2.1.3 核磁共振波谱    2.1.4 电子自旋共振谱  2.2 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2.2.1 静态光散射法    2.2.2 动态光
散射法    2.2.3 尺寸排除色谱    2.2.4 黏度法  2.3 X射线衍射分析  2.4 热分析和热一力分析    2.4.1 差热分析
和示差扫描量热法    2.4.2 热重分析    2.4.3 动态力学分析    2.4.4 流变分析法  2.5 显微技术    2.5.1 透射电镜
   2.5.2 扫描电镜    2.5.3 原子力显微镜  2.6 性能测定    2.6.1 力学性能    2.6.2 耐水性和抗菌性  2.7 生物降解
性试验    2.7.1 生物降解性    2.7.2 检测降解过程C02释放量    2.7.3 生物降解半衰期    2.7.4 生物降解过程的
物性变化    2.7.5 降解产物分析  参考文献第3章 纤维素材料  3.1 纤维素的结构与性能    3.1.1 化学结构及
分子量    3.1.2 晶体结构    3.1.3 氢键    3.1.4 纤维素及其衍生物的溶液性质    3.1.5 纤维素液晶的结构  3.2 纤
维素的溶解和再生    3.2.1 纤维素溶剂    3.2.2 再生纤维素纤维    3.2.3 再生纤维素膜  3.3 纤维素衍生物及
应用    3.3.1 纤维素醚    3.3.2 纤维素酯    3.3.3 纤维素的均相衍生化反应  3.4 改性纤维素材料及应用前景   
3.4.1 纤维素的交联改性材料    3.4.2 纤维素接枝共聚改性材料    3.4.3 纤维素共混改性材料    3.4.4 纤维素
复合材料  3.5 微生物合成纤维素及应用前景    3.5.1 细菌纤维素的合成    3.5.2 细菌纤维素的性质    3.5.3 
细菌纤维素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第4章 木质素材料  4.1 木质素的结构与性能    4.1.1 木质素的结构   
4.1.2 木质素的物理性质    4.1.3 木质素的降解性  4.2 木质素的化学改性    4.2.1 木质素的官能团及衍生化   
4.2.2 木质素的接枝共聚  4.3 木质素基高分子材料    4.3.1 木质素基酚醛树脂    4.3.2 木质素基聚氨酯    4.3.3
其他木质素基材料  4.4 木质素共混材料    4.4.1 木质素共混聚烯烃    4.4.2 木质素填充橡胶    4.4.3 木质素
共混聚酯／聚醚    4.4.4 木质素复合天然高分子  4.5 改性木质素材料的应用前景    4.5.1 木质素对改性材
料性能的提高    4.5.2 木质素提高材料性能的结构因素    4.5.3 木质素改性材料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第5
章 淀粉材料  5.1 淀粉结构和物性    5.1.1 淀粉的组成及分子结构    5.1.2 淀粉粒的组织结构    5.1.3 淀粉的
糊化、熔融及溶解    5.1.4 淀粉的玻璃化转变  5.2 淀粉衍生物    5.2.1 氧化淀粉    5.2.2 酯化淀粉    5.2.3 醚化
淀粉    5.2.4 交联淀粉    5.2.5 淀粉接枝共聚  5.3 淀粉改性材料的研究与应用开发    5.3.1 全淀粉材料    5.3.2 
共混淀粉材料    5.3.3 淀粉基吸附材料    5.3.4 淀粉基泡沫材料    5.3.5 纳米复合材料    5.3.6 IPN材料  参考
文献第6章 甲壳素、壳聚糖材料  6.1 甲壳素和壳聚糖的结构、性质及功能    6.1.1 甲壳素和壳聚糖的结构
   6.1.2 甲壳素和壳聚糖的物理性能    6.1.3 甲壳素、壳聚糖的提取  6.2 甲壳素和壳聚糖衍生物及其应用   
6.2.1 酰化反应    6.2.2 醚化反应    6.2.3 酯化反应    6.2.4 烷基化反应    6.2.5 接枝共聚反应    6.2.6 交联反应   
6.2.7 水解反应    6.2.8 作为医用材料的壳聚糖衍生化反应  6.3 甲壳素和壳聚糖改性材料及应用前景   
6.3.1 生物医用材料    6.3.2 甲壳素和壳聚糖在复合材料方面的应用前景    6.3.3 甲壳素和壳聚糖在吸附材
料方面的应用    6.3.4 其他应用  参考文献第7章 其他多糖改性材料  7.1 多糖来源、结构和功能    7.1.1 魔
芋葡甘聚糖    7.1.2 海藻酸钠    7.1.3 黄原胶  7.2 魔芋葡甘聚糖改性材料及应用前景    7.2.1 魔芋葡甘聚糖
的改性    7.2.2 魔芋葡甘聚糖改性材料的应用前景  7.3 海藻酸钠改性材料及应用前景    7.3.1 海藻酸钠改
性材料    7.3.2 海藻酸钠改性材料的应用前景  7.4 黄原胶改性材料及应用前景    7.4.1 黄原胶改性材料   
7.4.2 黄原胶改性材料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第8章 大豆蛋白质材料  8.1 大豆蛋白质来源、结构及性能   
8.1.1 大豆的主要从分及大豆蛋白质的提取    8.1.2 大豆蛋白质的化学组成和结构    8.1.3 大豆分离蛋白的
主要物化性质  8.2 大豆蛋白质塑料    8.2.1 大豆分离蛋白的物理和化学改性    8.2.2 大豆蛋白塑料    8.2.3 
大豆蛋白塑料的性能和应用  8.3 其他大豆蛋白质材料    8.3.1 黏结剂    8.3.2 膜材料    8.3.3 纤维    8.3.4 生物
医用材料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然高分子改性材料及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