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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自1994年交付定稿出版已经历了十年。
十年来，高分子物理学又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新的教育
教学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依照时代要求，结合作者在教学实践中的体会和意见反馈，我们进行了本次修订。
作为专业主干课教材，本次修订仍遵循第一版的根据主要应用对象而设定的编写原则，主体内容基本
未做变动。
主要改动有：（1）考虑到基本概念的递进性，把分子量的统计意义插入第二章中；把分子量及其分
布的测试原理同高分子溶液性质的论述结合在一起；把高分子溶液的内容放到聚合物凝聚态之前介绍
，以期使知识结构层次更趋合理。
（2）为了突出主体内容和压缩篇幅，正文中删去了有关表征仪器与数据处理等描述性内容，只保留
了必要的测试原理论述；重新处理了若干图表及数学推导。
（3）以适当篇幅补充或扩展了若干新知识、新概念。
主要有：树枝状高支化高分子、体积相转变、多相体系的超晶格结构、亚稳态、黏弹性问题的微分算
子运算、脆一韧转变理论和高分子生物降解等。
（4）为方便教学，在每章末加入了习题，其中包括同该章内容密切结合的复习巩固性习题、从该章
内容出发的延伸性习题以及运用已学过的多方面知识分析问题的综合性习题等三类。
（5）扩展了附录。
其中前两部分主要为相关问题的分析讨论与深入学习提供参考，后一部分的目的在于为了解高分子物
理研究手段提供导引。
（6）对某些内容进行了整理归并，改动了一些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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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分子物理的基础性读物。
全书共10章，从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出发着重介绍了高分子的结构特点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物理化学性
能、力学性能及电学与光学性能。
从分子运动与相互作用的观点讨论结构与性能的内在联系，适当介绍高分子物理研究方法的原理及应
用，并引入一些新知识、新结论实例。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高分子科学和材料科学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
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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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节 高分子物理的几个基本问题1.2.1高分子物理的研究内容高分子科学是研究高分
子化合物的合成、结构、性能、加工与应用的一门学科。
它既是一门基础科学，同时又是一门应用科学。
从一种合成材料的形成与应用的过程来看：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单体和适当的聚合手段使之聚合成高
分子化合物，或者把已有的天然的或合成的高分子进行适当的化学修饰，为此要进行有关聚合反应机
理、聚合方法、高分子的化学反应、反应动力学以及热力学等问题的研究，这是“高分子化学”的研
究领域。
为了某项具体应用，总是要把合成出来的高分子原料以适当手段加工成材料，从而形成了“高分子加
工”的研究领域。
那么，合成-加工-应用这一过程的选择依据是什么呢？
在高分子的合成过程中，单体的选择无疑决定了其形成聚合物的元素组成，聚合方法与工艺的选择决
定了组成分子链的原子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链的大小与几何形状，将高分子化合物加工成型的过程
则是确定聚合物链段间乃至分子间的聚集形态的过程。
因此说，聚合物的合成与加工规定了它的链结构和聚集态结构，而材料的最终性能则是高分子的各种
结构效应的综合表现，同时也是采用什么手段针对某种聚合物进行加工和利用的依据。
达到高分子材料设计的途径在于探明合成-结构-性能之间的关系。
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高分子物理是研究高分子的结构与性能及其关联的一门学科，包括高分子物构
、高分子物化和高分子物性等领域。
决定结构与性能关系的内在因素在于高分子的分子运动与相互作用，探索各种环境下高分子各运动单
元的运动规律，以分子运动的观点讨论各领域里的实际问题乃是高分子物理学的精髓。
1.2.2高分子结构的特点高分子的特性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分子物质的特殊结构。
同小分子物质相比，高分子结构的以下特点特别值得注意：（1）高分子量。
高分子是由很大数目的结构单元组成的，通常达103～105，这些结构单元每一个都相当于一个小分子
，因此，高分子的分子量要比小分子高出好几个数量级。
（2）线链状结构。
高分子可看成是数目庞大的小分子以共价键相连接而形成的。
如果把小分子抽象为一个“点”，那么绝大多数高分子则抽象为由千百万个“点”连接而成的“线”
或“链”。
除真正的线状链外，还可能形成支化链、网络链等。
而较大尺寸的高分子的分子运动行为就可通过，“链”的运动来描述。
（3）分子量和分子尺寸的多分散性。
除有限的几种天然高分子外，高分子的分子量都是不均一的。
不仅如此，一般高分子主链的单键都可发生内旋转，由此引起高分子结构单元在空间可有无数种排布
方式（构象）。
因此，即使分子量相同的高分子链，其构象不同分子尺寸也就不同。
这可以理解为同一分子在不同的时刻可能具有不同的尺寸，也可理解为分子量相同的不同分子之间在
同一时刻可具有不同的尺寸。
上述性质决定了所谓高分子的分子量和分子尺寸只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统计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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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分子物理(第2版)》：1999年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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