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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阻燃理论》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根据十余年来作者发表的及国内外有代表性论著中的阻燃机理部
分编著而成。
全书共8章，第1章为高聚物燃烧的基本理论，第2～6章分别论述了卤系、磷系、膨胀系、其他系（主
要是无机系）及高聚物纳米复合材料的阻燃机理，第7章为抑烟机理，第8章汇总了14种测定高聚物性
能的技术手段，且与阻燃实例相结合。
全书反映了近年国内外阻燃理论方面的进展及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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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例如，EVA－24／APP／PA6－纳米（为PA6及纳米陶土的杂化体）与EVA－24
／APP／PA6相比，当APP／PA6总用量为40%，且APP／PA6的质量比为3时，前者的断裂应力及断裂
伸长率均高于后者。
还有，前者的LOI为37%，而后者为32%。
另外，为了通过UL94V－O阻燃级，前者所含APP可为10%～34%，而后者应达13.5%～34%。
关于PHRR，前者为240kW／㎡，后者为320kW／㎡。
而且，前者形成的炭层比后者的脆性较低。
文献（26）还比较了EVA－24／APP／PA－纳米及EVA－24／APP／PA6两者分别在N2中（辐射气化装
置）与空气中（锥形量热仪）的质量损失曲线，这四条曲线中，除了EVA－24／APP／PA6在空气中的
曲线有较大不同之外，其余三条曲线都彼此相近。
这说明氧对EVA－24／APP／PA6的热分解有较大的影响。
而对EVA－24／APP／PA－纳米，因为纳米陶土可作为氧扩散的屏障，降低或避免氧对材料热分解的
影响，所以这种材料在N2中的质量损失曲线与在空气中的近似。
另外，纳米陶土也有助于形成磷／碳结构及更黏实的炭层，延缓了传质、传热速率。
再有，纳米陶土能与APP反应，形成铝磷酸盐，后者能使炭层中的磷／碳结构热稳定化，使其耐热温
度达310℃。
在更高温度下，由于铝磷酸盐被破坏，前述磷／碳结构也发生热降解，形成含正磷酸或多磷酸的无定
形陶瓷状氧化铝，这也能作为保护屏障。
对于不含纳米陶土的EVA－24／APP／PA6系统，则在膨胀炭层中未检测到磷／碳结构，而只含正磷酸
物系。
 曾在EVA－19及PA6中均加入有机陶土，制得EVA－纳米及PA6－纳米，然后再制得EA－纳米／APP
／PA6及EA－纳米／APP／PA6－纳米，当IFR总用量为40%时，两者的LOI均达33%～34%及通
过UL94V－0级，而配方相同的EVA／APP／PA6及EVA／APP／PA6纳米两者的LOI是29%～34%（也通
过UL94V－0级）。
另外，EVA／APP／PA6系统的HRR曲线上有两个放热峰，第一个相应于膨胀炭层的形成，第二个相
应于膨胀炭层的分解。
只要系统中含有纳米陶土，均可使第一个峰进一步降低，但只有当系统中含EVA－纳米时，第二个峰
才可降低。
这说明，EVA－纳米有利于形成更密实的炭层。
 关于阻燃聚合物纳米材料，详情可见第5章。
 4.5.3 IFR的微胶囊化 这里所指的IFR的微胶囊化，系用高聚物成炭剂（如TPU）薄膜包覆酸源（如APP
），这样可降低APP的水溶性及延缓其在基材中的迁移及渗出。
 微胶囊化可采用两种工艺，一种是界面缩聚，另一种是溶剂蒸发。
前者可用于平均粒径为0.7μm的物料（采用此法微胶囊化的物料的粒径通常小于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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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阻燃理论》阻燃理论是阻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和难点，近年来正快速发展和深化，
但目前远未成熟。
可供大专院校高聚物阻燃相关专业的师生及科研、生产单位的研发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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