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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造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现代社会中，纸既是人们生活必需品也是其他工业的重要基础材料。
我国造纸工业作为一个快步走向现代化的传统工业，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仍存在着资源短缺、能耗较大
和污染严重三大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造纸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整个造纸产业技术进步和科学创新，而其中一
些创新技术的研发和关键技术的解决则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而胶体化学和表面（界面）化学理论正
是这样经典基础理论之一。
造纸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其中化学科学与造纸化学的相互交融以及这些理论和成果的
引入，大大推动了造纸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胶体和表面（界面）化学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已逐渐地被广大造纸工作者所认知，因此在造纸工
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进一步了解和运用造纸过程涉及的胶~{t-e和表面（界面）{t-e原理，有着更加深
远的意义。
本书以从事造纸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为读者群，尝试运用胶体和表
面化学的基础理论来论述造纸过程中所涉及的有关现象和问题，并结合实际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
本书试图以此搭起一座连接造纸工程界与胶体和表面化学界的桥梁，使两者有机地交叉与融合，。
在基础理论的明确指导下解决造纸工程的实际问题，为中国造纸从传统技艺走向现代科学做出一点努
力和贡献。
全书共分13章，其中第1章、第8章、第11～13章由华南理工大学何北海教授编著，第2～5章、第7章和
第10章由齐齐哈尔大学胡芳副教授编著，第6章由胡芳副教授、何北海教授编著，第9章由华南理工大
学赵丽红博士编著。
书中部分内容汇集了笔者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清洁化工过程的纤维表面化学表征及纸页强摩机理研究”（20776054）、教育部科学技术重点项
目“造纸清洁生产循环流中非过程元素的富集与调控机制研究，，（C1302380）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博
士学科点专项基金“造纸清洁生产过程循环水中胶体物质沉积动力学的研究”（20050561006）、科技
部“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课题’’以及“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等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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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胶体和表面化学的基础理论来论述造纸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现象和问题，并结合实际探讨解
决造纸工程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分别介绍了：胶体和界面化学基础理论；造纸系统的动电现象；铝盐絮凝剂及其絮凝化学；有机高分
子絮凝剂及其絮凝化学；造纸湿部的过滤和留着；纤维表面特性与造纸施胶化学；纤维表面特性与纸
页成形性能；造纸粉体的胶体与表面化学；表面活性剂在造纸工业中的应用；造纸过程中树脂和胶黏
物的控制；造纸机白水系统的胶体化学环境研究；纸机白水系统的湿部过程控制。
　　本书既可作为造纸科学与工程研究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辅导书，又可作为造纸工业相关领
域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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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绪论胶体与表面化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特殊性，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
胶体和表面化学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胶体和表面现象的特殊性引起了科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是胶体和表面化学现象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际密切和重要的关系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广
泛和深入。
造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现代化产业
。
从表面上看与经典的胶体与界面化学毫不相干；但是通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在造纸生产实践中也存
在着许多与胶体和界面化学相关的现象和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解决。
然而有时限于我们的专业背景，在造纸工学的体系中较难找出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法；而借助胶体
和界面化学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工具，我们有可能探明这一未知的世界，从而达到一个自由认知和不断
改造世界的境界，用以指导和成就我们在造纸工学领域的探索和实践。
1.1 胶体与界面化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1）胶体的定义和分类在开始研究胶体化学时，有必要先弄清
胶体化学的研究对象。
胶体化学是研究微观非均相体系的科学，凡是在固、液、气三相中含有三相微粒的体系（气一气体系
除外）均属胶体化学研究的范围。
由于这些体系具有巨大的表（界）面，离开表（界）面就无法理解胶体的各种现象，因而这门科学又
经常被称为胶体与表面（界面）化学。
胶体的分类有多种方法，其中主要是按照胶体粒子的尺度分类（见表1-1）。
著名胶体化学家Ostwald在1915年出版的《被遗忘了尺寸的世界》中提出，按物质颗粒的直径计，胶体
通常是指一种尺度在1～1OOnm的分散体，有时可将粒径范围扩展至1000nm。
由于一些大于lOOnm的分散体系也具有胶体体系的特性，这种扩展对许多工程实际问题的研究有很好
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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