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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德柱编著的《聚合物结构与性能》共9章，包括聚合物链近程结构，聚合物链远程结构，聚合物非
晶态，聚合物结晶态，聚合物液晶态，聚合物共混物相分离热力学，聚合物共混物相分离动力学，结
晶聚合物共混物相容性、结晶、熔融与相分离，聚合物分子运动。

《聚合物结构与性能》深入地阐述了高分子物理基本概念，概念的论证主要用实验研究成果，同时适
当引用高分子物理基本理论。
重点介绍溶液光散射、固体小角激光光散射、广角X射线衍射及其径向分布函数测定，小角中子散射
及相互作用参数测定方法原理与应用，尽量反映当今高分子科学对高分子物理基本概念的认识水平。
本书的章和节划分得比较细，各章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各节也有相对独立性，方便教与学，各章列有
相关文献，便于拓展学习内容。

《聚合物结构与性能》可作为高等学校高分子物理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还可供
学校、研究院所、工厂企业的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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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聚合物的高弹性 最典型的高分子材料就是天然橡胶，各种轮胎基本上就是由硫化
橡胶制成。
它们所呈现的高弹性主要特征是：模量低，施加很小的力就可以发生很大的形变；可逆形变，形变量
达百分之几百（如600％）仍是可逆的，迅速形变恢复率可达95％以上。
 表1.2所列简单数据表明橡胶与钢材的力学性能差别很大，实际上橡胶的高弹性是聚合物所特有的
，9in的聚合物在不同的条件下（温度、作用力、作用时间）呈现高弹性，橡胶的高弹性在室温使用条
件下就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
 2.聚合物的黏弹性 聚合物的黏弹性是指一种聚合物样品同时具有经典的弹性特征和黏性流动性特征的
力学行为。
金属和很多无机材料可以在强力的作用下表现出一定的弹性，也可以在高温下（1000℃左右）呈现黏
性流动性。
很多小分子有机材料本身就是黏流体，只有在特殊快速作用下才可能呈现为弹性体。
但它们都很难同时表现出弹性和流动性。
沥青是一种有机物固体，它比较容易同时显示出弹性和黏性流动。
然而对于线形聚合物，黏弹性是一种普遍的特性，在一种应力应变过程中可以既有弹性形变又有黏性
流动发生，永久形变出现是很容易的。
研究聚合物黏弹性对于高分子材料的加工成型和应用十分重要，聚合物黏弹性吸引着众多的现代物理
学家。
一方面，还需要深入揭示链状大分子特征的力学行为以及宏观弛豫行为与微观弛豫行为的关系；另一
方面，研究聚合物黏弹性是认识天然高分子材料和生物大分子材料各种行为的有效途径。
 3.聚合物的成纤性与成膜性 金属、无机材料也可以形成纤维和薄膜，而并非只有聚合物才具有成纤性
和成膜性。
聚合物成纤性与成膜性的特点是容易发生、能耗低、多样性和用途极为广泛。
聚合物纤维已经是人类所用织物中最主要的成员，从最普通的织物到高级的纤维、手术缝合线、尖端
科学技术中用的高模高强纤维及耐高温的碳纤维都是聚合物纤维或由聚合物纤维制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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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聚合物结构与性能(结构篇)》可作为高等学校高分子物理及相关专
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还可供学校、研究院所、工厂企业的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科
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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