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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面前摆放着十多本封面五颜六色的电工电子学系列课程教材，它们是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系电工电子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多年辛勤劳动和教学实践的结晶。
　　电流所经过的路径叫电路。
大学生学习电工电子电路课程的意义犹如行人、游人、司机学习行路知识和人们探求人生之路的真谛
一样重要。
无论是“电路”、“前进道路”还是“人生道路”，都有一个“路”字。
俗话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人生之路是探索出来的，行路见识是体验出来的，电路知识是学习得来的。
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的许多自然现象、科技和人文问题都可用电路的方法来模拟，人类自身的许多活
动和智能行为也可用电路的方法通过硬件与软件来模仿。
因此，电工电子学系列课程作为技术基础课程对高校人才培养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电工电子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正通过教学活动和人的智能活动向各个学科领域扩展和
渗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过本系列课程学习，学生能够获得关于电工电子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后续专业
课程的学习和毕业后参加工作打下基础。
　　现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电工电子学系列教材，是根据电工电子学系列课程教学体系而编
写的，其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要求和个性化人才培养的需求
。
该系列教材分为3大类别：第1为基础知识类，第2为扩展知识类，第3为实践技能类。
其中，基础知识教材又分为电类、机电类、非电类、文理类4个层次共9个模块；扩展知识类教材主要
是电工电子学新知识的扩展与延伸，共有10个模块；实践技能类教材分为实验、实习和课程设计3个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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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高分子材料实验教程》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根据
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有机高分子材料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有机高分子材料实验教程》是配合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等课程教学
的实验用书。
全书包括55个实验，其中高分子化学实验14个，高分子物理实验21个，高分子材料加工实验10个，高
分子综合及设计性实验10个，另有附录。
实验内容涉及高分子科学的常规基础性实验，其中既有经典的实验，也有一些反映本学科发展前沿的
新实验；另外，根据培养大学生创新和设计能力的要求，精选了10个综合性和设计性的实验，内容包
括涂料、塑料、橡胶、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合成、加工、制备及各种性能的测定。
每个实验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设备和原材料、实验报告、思考题和讨论等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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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高分子化学实验实验1 有机玻璃板的制备及透光率的测定实验2 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实验3 甲
基丙烯酸甲酯的悬浮聚合实验4 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白乳胶的制备实验5 植物油改性醇酸树脂及
其清漆的制备实验6 不饱和聚酯预聚体的合成及其交联固化实验7 双酚A环氧树脂的合成及其固化实
验8 苯乙烯与马来酸酐的交替共聚合实验9 苯乙烯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实验10 缩聚反应动力学研究—
—聚酯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实验11 反相乳液聚合制备高吸水性树脂实验12 液晶聚合物的合成与表征实
验13 耐热型聚酰亚胺的合成实验14 环氧丙烯酸树脂的合成及uV同化第2章 高分子物理实验实验1 密度
梯度管法测定聚合物的密度和结晶度实验2 膨胀计法测定聚合物的结晶动力学参数实验3 光学显微镜法
观察聚合物的结晶形态实验4 x射线衍射法分析聚合物晶体结构实验5 红外光谱法鉴定聚合物的结构特
征实验6 扫描电子显微镜法观察聚合物聚集态结构实验7 聚合物温度一形变曲线测定实验8 聚合物拉伸
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实验9 聚合物材料的弯曲强度测定实验10 聚合物材料的冲击强度测定实验11 
聚合物的热谱分析——示差扫描量热法（Dsc）实验12 聚合物的热重分析（TGA）实验13 聚合物材料
的维卡软化点的测定实验14 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实验15 聚合物电阻的测定实验16 凝胶渗透色谱法
测定高聚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布实验17 黏度法测定聚合物的黏均分子量实验18 塑料的硬度测定实
验19 塑料的磨耗实验实验20 塑料热老化性能测定实验21 聚合物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测试第3章 高分子
材料加工实验实验1 热塑性塑料的模压成型实验2 酚醛塑料模压成型实验3 热塑性塑料的注射成型实
验4 软质聚氯乙烯的混合与塑炼实验5 橡胶的加工成型实验6 热塑性塑料管的挤出成型实验7 脲醛树脂
及其层压板的制备实验8 转矩流变仪测定聚合物熔体的流变性能及成型加工工艺参数的确定实验9 热塑
性塑料的吹塑成型实验10 反应注射成型第4章 高分子综合及设计性实验实验1 甲基丙烯酸甲酯聚合的
综合实验实验2 苯乙烯微乳液聚合及性能测定实验3 设计和制备苯乙烯／丙烯酸丁酯核壳聚合物乳液实
验4 水性乳胶涂料的制备与性能测试实验5 油性漆样板制备与性能测定实验6 热塑性试样的加工与力学
性能的综合实验实验7 不饱和聚酯塑料的制备、模压成型与力学性能综合实验实验8 插层聚合制备聚丙
烯／蒙脱土纳米复合材料实验9 塑料的热性能综合实验实验10 高性能轮胎橡胶的配方设计附录附录1 
引发剂的精制附录2 树脂酸值的测定附录3 树脂羟值的测定附录4 环氧值的测定附录5 常用单体物理常
数表附录6 常见聚合物的英文缩写附录7 常用引发剂分解速率常数、活力及半衰期附录8 引发剂的链转
移常数附录9 自由基共聚反应中单体的竞聚率附录10 聚合物的溶剂和沉淀剂（非溶剂）附录11 高聚物
的特性黏数一相对分子量关系式[n]=kma参数附录12 溶剂（或调节剂）的链转移常数（60℃）附录13 
某些聚合物的θ溶剂附录14 聚合物的结晶参数附录15 常见聚合物的密度附录16 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
度（T）和熔点（Tm）附录17 聚合物的折射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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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验3 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悬浮聚合　　1.实验目的　　（1）掌握悬浮聚合的反应原理及配方中各
组分的作用。
　　（2）了解不同类型悬浮剂的分散机理以及搅拌速度、搅拌器形状对悬浮聚合物粒径等的影响。
　　2.实验原理　　悬浮聚合是指在较强的机械搅拌下，借助悬浮剂的作用，将溶有引发剂的单体分
散在另一与单体不溶的介质中（一般为水）所进行的聚合。
根据聚合物在单体中溶解与否，可得透明状聚合物或不透明不规整的颗粒状聚合物。
如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其悬浮聚合物多是透明珠状物，故又称珠状聚合；而聚氯乙烯因不溶于
其单体中，故为不透明、不规整的乳白色小颗粒，称为颗粒状聚合。
　　悬浮聚合实质上是单体小液滴内的本体聚合。
从动力学的观点看，悬浮聚合与本体聚合完全一样，每一个微珠相当于一个小的本体。
但由于单体在体系中被分散成细小的液滴，因此，悬浮聚合又具有它自己的特点。
悬浮聚合克服了本体聚合中散热困难的问题，保证了反应温度的均一性，有利于反应的控制。
悬浮聚合的另一优点是由于采用悬浮稳定剂，所以最后得到易分离、易清洗、纯度高的颗粒状聚合产
物，便于直接成型加工。
但当微珠聚合到一定程度，珠子内粒度迅速增大，珠与珠之间很容易碰撞、黏结成团，为此必须加入
适量悬浮剂。
可作为悬浮剂的物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可以溶于水的高分子化合物，如聚乙烯醇、明胶、聚甲基丙
烯酸钠等；另一类是不溶于水的无机盐粉末，如硅藻土、钙镁的碳酸盐、硫酸盐和磷酸盐等。
悬浮剂的性能和用量对聚合物颗粒大小和分布有很大影响。
通常，悬浮剂用量越大，所得聚合物颗粒越细；如果悬浮剂为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悬浮剂相对分子
质量越小，所得的树脂颗粒就越大。
因此，悬浮剂相对分子质量的不均匀会造成树脂颗粒粒度分布变宽。
如果是固体悬浮剂，用量一定时，悬浮剂粒度越细，所得树脂的粒度也越小，因此，悬浮剂粒度的不
均匀也会导致树脂颗粒大小的不均匀。
　　由于悬浮剂的作用机理不同，在选择悬浮剂的种类和确定悬浮剂用量时，要随聚合物种类和颗粒
要求而定，如颗粒大小、形状、树脂的透明性和成膜性能等，同时也要注意合适的搅拌强度和转速以
及水与单体比等。
本实验以聚乙烯醇为悬浮剂进行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悬浮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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