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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世界人造板生产能力现已超过2亿m3。
我国人造板产量也于2008年达到9 409.95万m3，已成为世界人造板生产消费第一大国。
国内外生产的人造板产品所采用的胶黏剂绝大多数是脲醛树脂胶，用这类胶黏剂制造的人造板在贮存
和使用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延长，存在着游离甲醛的缓慢反复释放问题，而甲醛挥发物严重污染环境
并有害于人体健康，已引起世界关注。
若想从本质上解决人造板的游离甲醛释放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在人造板制造过程中不使
用胶黏剂，即无胶成板。
　　无胶胶合（unadhesive－bonding）是一种不用外加胶黏剂，不依赖于易产生污染的石油产品作胶
黏剂而实现木质材料（生物质）胶结和生产人造板的新技术。
在能源短缺、木材供需矛盾尖锐、合成树脂价格上涨和环境污染与时俱增的当今世界，无胶胶合技术
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木材乃至生物质人造板和家具工业的发展，对改善人居环境和
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均产生积极影响。
　　长期以来，作者采用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着力探索和研究各种无胶人造板的无胶胶合机理和工艺
，并经常深入到有关工厂企业，将理论研究、实验室试验付诸工业化生产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作者首次研究漆酶活化竹材的自由基种类及漆酶活化条件对竹材产生自由基的影响、漆酶活化产生
的ROS自由基对板材性能的影响、竹材化学组成对漆酶活化产生ROS自由基的影响以及漆酶活化竹刨
花板的纤维素结晶度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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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人造板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及研究趋势、无胶人造板的原料及其基本性质、无胶胶合
研究进展，并以木材和竹材界面特性为基础深入解析了无胶胶合板、无胶纤维板和漆酶活化法无胶竹
刨花板无胶胶合机理，介绍了无胶湿法纤维板、无胶干法纤维板、无胶碎料板、无胶胶合板、漆酶活
化法无胶竹刨花板等各种无胶人造板的制造工艺及产业化前景。
　　本书可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家具与室内设计、木结构建筑等领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
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同时也可作为人造板生产、检测等相关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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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木材的主要成分及其化学性质　　木材的主要成分为高分子物质，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
质素。
　　1）纤维素　　纤维素是木材的主要组分，含量约为木材质量的40％～50％，既不溶于水也不受热
熔融，它是由吡喃葡萄糖基通过p1，4糖苷键连接构成的直链型高分子化合物，最终水解为葡萄糖单
糖。
　　作为一种高分子化合物，纤维素具有如下化学性质：其一，化学反应和降解作用能使纤维素大分
子的聚合度和聚集态结构发生变化；其二，化学反应及其产物不均一；其三，每个葡萄糖残基C2、C3
和C6原子上的游离羟基能够发生同类醇羟基的典型反应，但是反应活性通常不如小分子多元醇。
　　纤维素的降解：纤维素大分子中糖苷键断裂，导致聚合度降低，使纤维素纤维的化学、物理和机
械性质发生变化。
　　纤维素的酯化和醚化：纤维素大分子游离醇羟基，尤其C6原子上醇羟基的存在，使纤维素有可能
发生各种酯化和醚化反应，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纤维素的性质，人们利用该性质已制造出一些很有
价值的纤维素衍生物。
　　纤维素的接枝和交联：接枝（接枝共聚的简称）是指在纤维素的分子链上接上另外一种单体，然
后用游离基或离子引发接枝聚合。
人造板胶黏剂的胶合作用实际上是一种交联反应，利用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脲醛树脂预聚体处理木材
，然后高温聚合发生交联反应是木材改性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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