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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分子近代分析方法》是应用近代仪器分析的基本原理，研究聚合物链的结构、聚集态结构、
谱图解析、试样制备及各种现代精密仪器在高聚物中应用的一门科学。
教材结构界定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一级学科范围内，以21世纪教育改革为目标，以适应高分子科
学与工程的发展及“十二五”人才培养的需要。
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编者认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学科涉及高分子功能材料及复合材料、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聚合物加工工程与模具等专业方向，因此迫切需要一本涵盖各专业方向、内容
组织合理且分析方法全面的教材。
　　分析技术为高分子科学研究者提供确定聚合物、有机化合物结构及构型的有力工具。
对于化学、化工、高分子专业的学生来说，了解近代分析方法在本专业方面的应用和必要的识谱知识
是很重要的。
聚合物的结构是材料物理和力学的基础，即使同一种结构已经确定的物质，由于处在不同的状态下，
其分子运动方式也不一样，会显示出不同的性能。
因此，帮助读者提高聚合过程、高分子设计、高分子加工、材料改性和新产品的研究及应用方面的能
力是本书编写的宗旨。
　　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目前学分制教学计划的要求，编者对原来的自编讲义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力图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紫外光谱法、红外光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质谱分析法、热分析、凝胶
色谱、电子显微镜、表面分析。
各章叙述了分析技术的发展历史、分析原理、仪器的结构组成、理论影响因素，并结合聚合物结构和
高分子材料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实例分析。
电子能谱分析、原子力显微分析、热裂解联用技术及高分子分子量测定等有机结合，对重点、难点以
思考题的形式编人每章末，另附主要参考书和文献供学生参考。
本书主要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高分子等专业本科生教材使用，也可供研究生和从事高分子科
学与分析的科技工作者参阅。
　　本书是在参阅了近年出版的相关专著、大量研究文献及自编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
首先，衷心感谢高分子材料科学专家、名师顾宜教授对此书的编写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关心；感谢
有机化学陈锡如教授对全书进行了审校；感谢李文通研究员、李瑞海教授、谢兴益副教授、王涛老师
给予该书的建议和帮助；感谢陈春硕士、刘丽英硕士给予文字和图表录入的帮助；四川大学教材基金
委和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也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对该书编写的大力支持。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若有谬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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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目前学分制教学计划的要求，编者对原来的自编讲义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力图
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紫外光谱法、红外光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等。
各章叙述了分析技术的发展历史、分析原理、仪器的结构组成、理论影响因素，并结合聚合物结构和
高分子材料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实例分析。
电子能谱分析、原子力显微分析、热裂解联用技术及高分子分子量测定等有机结合，对重点、难点以
思考题的形式编入每章末，另附主要参考书和文献供学生参考。
本书主要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高分子等专业本科生教材使用，也可供研究生和从事高分子科
学与分析的科技工作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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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气相色谱与质谱的联用    4.6.1 PGC-MS联用接口    4.6.2 GC-MS联用谱图及解析    4.6.3 PGC-MS谱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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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老化过程的研究  本章参考资料  思考题第7章 电子显微镜  7.1 电子显微镜的诞生    7.1.1 电子束的波
粒二象性    7.1.2 电子显微镜的诞生历程  7.2 透射电子显微镜    7.2.1 TEM的结构及成像原理    7.2.2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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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耦合效应　　两个伸缩振动的耦合必须有一个共用原子；两个弯曲振动的耦合则要有一个
共用键。
如果引起弯曲振动中的一根键同时进行伸缩振动，则弯曲振动和伸缩振动之间能发生耦合。
只有当耦合的两谐振子具有相近的能量时，才发生强的相互作用。
因相位和耦合情况不同，会在单个谐振子位置出现两个频率，两频率的距离取决于两谐振子的耦合程
度。
　　除了上述分子的化学结构不同会影响特征频率外，外部因素也会引起特征频率改变。
样品的状态是主要的外部因素。
蒸气态样品特征频率升高，且较尖锐；溶液的光谱随溶剂的极性变化；固态样品的光谱则随粒子的颗
粒大小和结晶形状不同而不同。
虽然这些影响因素给谱图解析增加了困难，但对结构的鉴定，特别是高聚物链结构、聚集态结构以及
高聚物反应和变化过程等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
　　2.3.3高聚物红外光谱谱图解析　　解析高聚物的红外谱图与解析一般有机化合物红外谱图同样需
注意谱峰位置、形状和强度，这三要素是解谱的基本原则。
谱峰位置即谱带的特征振动频率对应分子链中的官能团，是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进而可确定聚合物
的类型。
谱带的形状包括谱带是否有分裂，可以研究分子内是否存在缔合以及分子对称性、旋转异构、互变异
构等。
谱带的强度与分子振动时偶极矩的变化率有关，且同时与分子的含量成正比，因此可作为定量分析的
基础。
依据某些特征峰谱带强度随时间、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规律可研究动力学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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