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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创新型规划教材:高分子化学》在内容形式上采用项目化教学的模式，将专业
内容划分为若干个学习的行动项目，每个项目下设置学习的单元，将学习的理论内容层层细化，并在
后面附以行动任务及阅读材料。
行动任务是把理论内容实践化、可视化，将理论在实践中加以运用；阅读材料能够拓展学生的专业视
野，专业深度适中又不失趣味性，提高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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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聚氯乙烯不溶于氯乙烯单体中，但70份聚氯乙烯却可以被30份氯乙烯所溶胀，因此
转化率在70％以下，聚合在两相中进行：一相为单体稀相，另一相是被氯乙烯所溶胀的聚氯乙烯富相
，并以在富相中聚合为主。
转化率在70％以上，单体稀相消失，聚氯乙烯富相中单体继续聚合，蒸气压逐渐降低。
到转化率85％左右，聚合物中的溶胀单体大部分已经聚合。
 分散剂的选择对聚氯乙烯颗粒形态的影响至关重要。
选用明胶时，其水溶液表面张力较大，将形成紧密型产品。
选用醇解度为80％的聚乙烯醇或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时，水溶液表面张力较小，则易形成疏松型产品。
目前很多工厂采用上述两种分散剂的复合体系。
 氯乙烯悬浮聚合配方中除了四种基本组分外，还可能添加pH调节剂、相对分子质量调节剂（视其相
对分子质量品种而定）、防黏釜剂、消泡剂等多种助剂。
 氯乙烯悬浮聚合过程大致为：先将水、分散剂、其他助剂、引发剂依次加入聚合釜内，经抽真空或充
氮排氧后，再加人单体，升温至预定聚合温度40℃～50℃。
在聚合过程中温度要保持恒定。
达到一定转化率（根据产品要求而定，一般疏松聚氯乙烯转化率为80％～85％）后结束聚合，回收单
体，出料，经洗涤、干燥后即得聚氯乙烯产品。
 2.苯乙烯悬浮聚合 苯乙烯可以在85℃～90℃下，以过氧二苯甲酰为引发剂，以聚乙烯醇为分散剂进行
悬浮聚合，水一单体质量比约为2。
在上述温度下聚合8 h后，再升温至100℃进行后期熟化3～4 h，使单体充分聚合，这与氯乙烯悬浮聚合
有明显的差别。
 苯乙烯也可以在150℃的高温下进行热聚合，不加引发剂，以氢氧化镁或磷酸钙为分散剂，苯乙烯—
顺丁二烯二酸酐共聚物的钠盐作助分散剂。
 聚合结束，经分离、酸洗除去氢氧化镁，经水洗、干燥，即得珠状产品。
 近十几年来，以聚乙烯醇为悬浮剂，用聚苯乙烯珠体制造泡沫塑料，使聚苯乙烯得到了更重要、更广
泛的应用。
其工艺过程主要分为四步，即石油醚处理、预发泡、熟化和发泡成型。
 总之，悬浮聚合法除主要用来生产聚氯乙烯、聚苯乙烯外，还可生产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及有关共聚物
、聚四氟乙烯、聚三氯乙烯及聚醋酸乙烯酯等。
若分散剂用量较多时，可获得静置后颗粒不沉降的聚合物分散液（如聚醋酸乙烯酯分散液），直接作
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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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创新型规划教材:高分子化学》可用做高等教育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及相关专
业的专业课教材，也可用做从事高分子材料生产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用书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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