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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涂料品种迅速增加、性能不断提高，涂料工业得到了长足发
展，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业门类，涂料产品已经成为工业、农业、国防、高新技术以及人们日常生活
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
涂料科学与技术已成为精细化工研究与开发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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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涂料化学为中心系统地介绍了涂料树脂合成的聚合反应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醇酸树脂、聚酯
树脂、丙烯酸树脂、聚氨酯树脂、氨基树脂、氟硅树脂、环氧树脂和光固化树脂进行了介绍，其主线
是合成原理和大分子的分子设计，尽力揭示树脂结构和性能的关系。
同时对涂料的基本组成及涂料助剂、涂料配方设计及金属涂料、建筑涂料和木器涂料进行了介绍，注
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本书可供从事涂料教学、研究、生产及应用的技术人员，高等院校的学生、研究生和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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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导论1.1　概述涂料是一种保护、装饰物体表面的涂装材料。
具体讲，涂料是涂布于物体表面后，经干燥可以形成一层薄膜，赋予物体以保护、美化或其他功能的
材料。
从组成上看，涂料一般包含四大组分：成膜物质（也称为主要成膜物质）、溶剂（或分散介质）、颜
（或填）料（也称为次要成膜物质）和各类涂料助剂。
本书首先介绍成膜物质，即涂料树脂的合成方法，然后介绍涂料配方的其他组分、配方原理和应用。
成膜物质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亦称为树脂），可分为天然高分子和合成高分子两大类。
其中合成高分子在涂料成膜物质中占主导地位，可细分为缩聚型高分子（缩聚物）、加聚型高分子（
加聚物）及改性型高分子三大类。
常用的缩聚型高分子有聚氨酯、醇酸树脂、环氧树脂等，加聚型高分子有丙烯酸树脂、过氯乙烯树脂
、聚氯乙烯树脂、聚醋酸乙烯树脂等，改性型大分子有高氯化聚乙烯、氯化橡胶等。
天然高分子来自自然界，常用的有以矿物为来源的沥青、以植物为来源的生漆、以动物为来源的虫胶
等。
沥青涂料不仅耐腐蚀性能良好，而且价格便宜。
生漆是我国的特产，有很多优良的性能，使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颜料是涂料中的次要成膜物质。
它也是构成涂膜的组成部分，但它不能离开主要成膜物质而单独构成涂膜。
颜料是一种不溶于成膜物质的有色物质。
从颜料的用途分为体质颜料（也称为填料）、着色颜料、防锈颜料三种。
体质颜料：主要用来增加涂层厚度，提高耐磨性和机械强度。
着色颜料：可赋予涂层美丽的色彩，具有良好的遮盖性，可以提高涂层的耐日晒性、耐久性和耐气候
变化等性能。
防锈颜料：这种颜料可使涂层具有良好的防锈能力，延长寿命，它是防锈底漆的主要原料。
颜料依来源可分为有机颜料和无机颜料，无机颜料又可分为天然无机颜料和人造无机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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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涂料树脂合成及应用》中既有理论，又有实例、配方设计和实际操作工艺，力求简单、直观、易学
、好懂。
 《涂料树脂合成及应用》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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