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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分子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门学科，高分子材料科学也已与金属材料科学、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并驾齐驱，成为国民经济
发展、国防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发达国家均将高分子材料科学列入长期重点支持发展的领域。
　　高分子材料的综合性能优良，适应范围广，适合现代化生产，经济效益显著，因而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
现在，高分子材料已有通用塑料、工程塑料、特种工程塑料、橡胶、纤维、光电高分子材料、医用高
分子材料、生物高分子材料等种类，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聚碳酸酯是通用工程塑料的重要品种，综合性能优良，具有较高的冲击强度和良好的透明性，能
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很高的机械强度、良好的电性能、较高的尺寸稳定性和良好的成型加工性能
。
近年来，聚碳酸酯工业发展迅速，一方面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合金化技术、成型加工手
段等方面的进步，应用领域也不断拓展，目前已在电气、机械、光学、医药等工业部门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聚碳酸酯可与多种通用塑料和工程塑料并用，获得各种聚碳酸酯共混物或合金(严格地讲，聚合物
共混物与聚合物合金在意义上有所不同。
聚合物合金是指由聚合物与聚合物或聚合物与单体形成的单相、均质的聚合物材料，而聚合物共混物
则是指聚合物与聚合物形成的两相或多相聚合物材料。
但在工业应用领域，所谓“聚合物合金”与“聚合物共混物”之间并无严格区分。
据此，本书也不严格区分共混物及合金)。
聚碳酸酯合金是聚碳酸酯工业应用的重要品种。
聚碳酸酯的合金化也是聚碳酸酯改性的重要方法，所形成的具有良好综合性能的聚碳酸酯共混物，已
经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聚碳酸酯共混改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新型聚碳酸酯共混物的不断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聚碳酸酯应用领
域的拓展，而应用领域的拓宽也为聚碳酸酯的共混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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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碳酸酯合金技术与应用》在简要介绍聚碳酸酯结构性能关系与共混改性原理的基础上，主要
介绍了聚碳酸酯与ABs、聚苯乙烯、聚烯烃、聚酯及其它聚合物的合金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以及聚
碳酸酯及其合金进行增容、增强、阻燃处理的方法、技术进展，合金的应用和成型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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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概述　　1.1.3　非光气酯交换熔融缩聚法合成聚碳酸酯　　非光气酯交换
熔融缩聚法也称为非光气熔融法。
该工艺于1993年研究成功，并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率先实现工业化生产。
它采用碳酸二苯酯作为羰基化剂，用氧气和一氧化碳使甲醇氧化羰基化生产碳酸二甲酯；碳酸二甲酯
与醋酸苯酯交换生成碳酸二苯酯；碳酸二苯酯在熔融状态下与双酚A进行酯交换，缩聚生成聚碳酸酯
。
副产物醋酸甲酯裂解转化为甲醇和乙烯酮。
甲醇回收后用于合成碳酸二甲酯，乙烯酮与苯酚反应生成醋酸苯酯，可循环使用。
这种非光气熔融法工艺无副产物，基本无污染，特别是避免了使用剧毒化学物质——光气。
　　非光气熔融法工艺为“绿色工艺”，具有全封闭、无副产物、基本无污染等特点，从根本上摆脱
了有毒原料光气，而且碳酸二苯酯的纯度进一步提高，对聚合更有利，是聚碳酸酯生产工艺的发展方
向，预计在未来聚碳酸酯生产中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该工艺存在的问题是：在反应条件下聚合物倾向于重排，并生成支链芳基酮。
当支链芳基酮在PC内的质量分数达到0.25％～0.3％时，会导致产品的流变性能变差。
GE公司的最近研究发现，用亚硫酸盐代替碱性金属氢氧化物作为聚合催化剂，可明显减少支链芳基酮
的含量。
　　目前，各大公司均在对苯酚氧化羰基化法合成碳酸二苯酯和双酚A氧化羰基化法合成聚碳酸酯进
行深入研究。
　　苯酚氧化羰基化法合成碳酸二苯酯，是直接用苯酚与CO及空气中的氧气进行羰基化反应，生成
碳酸二苯酯。
这种方法是碳酸二苯酯合成技术的发展方向。
该反应的工艺条件要求较高，必须在高压反应釜中进行，反应的关键在于选择高活性催化剂。
该反应的催化剂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碱土金属化合物和过渡金属化合物两大类。
尽管在催化剂、工艺条件等技术问题上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该技术将实现工
业化。
　　双酚A氧化羰基化法合成聚碳酸酯以双酚A为原料，选择第ⅧB族金属或其化合物为主催化剂，配
合无机（如se、co等）和有机（如三联吡啶、醌等）助催化剂，并加入提高选择性的有机稀释剂，在
一定温度和压力下通入CO和O2进行羰基化反应制得PC。
　　非光气法聚合技术依赖于碳酸二苯酯（DCP）与双酚A的反酯化。
虽然各公司的反酯化技术有不同的工程设计，但大体上相似，重要的区别在于采用不同方法制取碳酸
二苯酯和碳酸二苯酯前躯体。
日本的旭化成、三菱瓦斯、三菱化学，以及德国的。
Bayer等公司，正在加紧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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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聚碳酸酯合金技术与应用》内容全面、翔实，理论性与实践性俱佳，可供从事聚碳酸酯共混改
性的科研技术人员等阅读，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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