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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是以追求和传播真理为目的，并为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素质提高产生重要影响力和推动力的教育
机构和学术组织。
1953年，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石油工业发展需求，北京石油学院在清华大学石油系并吸收北京大学、天
津大学等院校力量的基础上创立，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
1960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
历经1969年迁校山东改称华东石油学院，198工年又在北京办学，数次搬迁，几易其名。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征程中，几代石大人秉承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曲折中奋进，在奋
进中实现了一次次跨越。
目前，学校已成为石油特色鲜明，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211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2006年12月，学校进入“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行列。
学校在发展历程中，有着深厚的学术记忆。
学术记忆是一种历史的责任，也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坐标。
许多专家学者把智慧的涓涓细流，汇聚到人类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据学校的史料记载：1953年建校之初，在专业课中有90％的课程采用前苏联等国的教材和学术研究成
果。
广大教师不断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深入石油厂矿进行学术探索。
到1956年，编辑整理出学术研究成果和教学用书65种。
1956年4月，北京石油学院第一次科学报告会成功召开，活跃了全院的学术气氛。
1957－1966年，由于受到全国形势的影响，学校的学术研究在曲折中前进。
然而许多教师继续深入石油生产第一线，进行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
到1964年，学院的科研物质条件逐渐改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译著得到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科学研究被提到应有的中心位置，学术交流活动也日趋活跃，同时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也在逐年增多。
1986年起，学校设立科研基金，学术探索的氛围更加浓厚。
学校始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使命，进入“十一五”之后，学校科学研究继续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
路，尤其重视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十五”以来学校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成为石油与石化工业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和超前
储备技术研究以及科技信息和学术交流的主要基地。
在追溯学校学术记忆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石大学者的学术风采。
石大学者不但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以人类进步和民族复兴为己任，做经世济时、关乎国家发展的大学
问，写心存天下、裨益民生的大文章。
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石大学者历经磨难、不言放弃，发扬了石油人“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创造了不凡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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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作者十多年的研究工作，融合了作者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前沿概况，系统阐述纳
米材料与纳米复合材料的定义、分类，纳米结构与纳米分散原创理论及科学技术体系。
以胶体化学、溶胶一凝胶及插层化学原理为基础，提出纳米前驱物分散及分子自组织或自组装方法，
阐述纳米复合材料的多功能性、纳米效应、多级纳米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化工、石油工程、
阻燃、阻隔及催化领域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材料学、化学、化工、石油工程、高分子科学、涂料等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参考书及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企业技术工作者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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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扬船，男，生于安徽巢湖市，理学博士，教授，研究员。
现从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插层反应及纳米复合材料研究。
国内外首次发明聚酯一层状硅酸盐纳米复合材料，取得专利2项；负责/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
攻关、973、863等项目；与德国BASF，美国Phillips石油和California大学Davis分校等合作研究。
已发表论文近90篇，单篇论文最高被SCI刊物引用230多次；出版中文著作3部，英文专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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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2  有机一无机纳米复合材料设计与制备2.2.1  纳米复合材料的功能性有机高分子无机纳米复合
很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得到功能性材料。
这种复合材料的功能是材料传输或转换能量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一般不包括力学性能）。
当向材料输入的能量和从材料输出的能量形式相同，即材料仅起能量转送作用时，材料的这种功能称
为一次功能，它包括如下几点：（1）声学功能  隔音性、震音性、消音性、吸音性等；（2）热学功能
 传热性、吸热性、隔热性、阻燃性等；（3）光学功能  透光性、反光性、折光性、遮光性、聚光性等
；（4）化学功能  催化作用、配位载负作用、吸附作用、生化作用等；（5）电磁学功能  导电性、磁
阻性等。
当向材料输入的能量和从材料输出的能量形式不一样时，即材料起能量转换作用时，材料的这种功能
称为二次功能，它包括如下几点：（1）机械转换  压电效应、发压电效应、形状记忆效应、摩擦发热
效应、摩擦发光、机械化学反应等；（2）电能转换  电磁效应、电阻发热效应、电化学反应等；（3）
磁能转换  磁致冷效应、磁致热效应、磁致发光等；（4）热能转换  热致发光、热致电、热化学反应等
；（5）光能转换  光化学反应、光致抗蚀、光致导电、光致发光、电致发光等。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以这些功能性为目的进行设计，赋予复合材料以一次功能或二次功能特性。
2.2.2  纳米复合材料的功能设计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功能设计内容包括为：其一，纳米材料的选择。
依据设计意图，选用合适的纳米材料，如赋予复合材料超顺磁性，可以选择铁或铁系氧化物等单一或
复合型纳米材料，对于要求发光、抗紫外线的体系，可选择稀有金属铕或钛系氧化物等纳米材料。
其二，基体聚合物材料的选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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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出版将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不同读者对纳米复合材料技术的深入理解的需要
。
书中在纳米组装、插层复合、纳米制备工艺及纳米结构与性能关系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纳米分散、成核与结晶行为是探究纳米复合多相作用的窗口，书中用许多实例说明，简单掺混的纳米
复合体系与微米复合体系性能存在极大的局限性，突出了纳米材料与高聚物复合的分散形态与界面匹
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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