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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阻燃材料的一个难题是：对于具有高燃烧热，燃烧又容易完全，同时伴有少量焦炭残留
物的高分子材料的阻燃处理。
如，聚烯烃、聚苯乙烯、脂肪族聚酰胺等。
为了达到UL94等级中V－O级，需要添加高负荷量阻燃剂，这样引起了阻燃材料热变形温度降低（特
别是当添加剂是可溶性时）、强度下降（特别是抗）中强度，当添加剂为不溶性固体时，这种效应更
严重），并呈现材料表面起白霜、模塑时产生难闻气味、电学性能和加工性能降低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膨胀型阻燃剂。
现在，膨胀型阻燃剂应用取得了一定成功。
　　膨胀型阻燃剂由三种组分构成：脱水炭化催化剂、成炭剂和发泡剂。
三者间必须很好匹配，才能达到理想阻燃效果。
本书所论述的含氮有机化合物阻燃剂主要是应用于膨胀型阻燃剂，并以研究、开发、实用为目的，讨
论了它们的性质、制造及应用技术。
　　在评价阻燃材料的阻燃性的方法中，沿用习惯的方法：氧指数测定和垂直燃烧试验。
前者评价了材料从顶部向下燃烧的行为，后者则是评价材料从底部向上燃烧的行为，二者间无必然相
关性，但所得结果可以相互补充。
为了进一步掌握阻燃材料在真实火灾中的反映，书中列出了在锥形量热仪（CONE）中测得数据。
如，引燃时间、热释放速度、烟密度和毒性等，为使用者提供必需的参考。
　　关于膨胀型焦炭形成机理，书中论述不多，只介绍了阻燃性和焦炭产率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列出
阻燃性和焦炭形成速度间的关系。
为衡量阻燃性的优劣，对形成的泡沫状焦炭的结构进行了探讨。
所以书中多处列出了SEM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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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含氮有机化合物阻燃剂》全面地介绍了近年来含氮有机化合物阻燃剂(MCA、蜜胺磷酸盐类、
含氮有机化合物成炭剂、胍盐)的发展、制造工艺、改性处理技术以及应用技术等。
　　《含氮有机化合物阻燃剂》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可靠，反映了当前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动态。
可供阻燃剂研究及生产技术人员参阅，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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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种形式：当阻燃材料燃烧时产生的热量，部分被带走，致使材料不能维持分解反应所需温度
，不能维持燃烧所需可燃性气体量，致使燃烧自熄。
例如，当聚合物基体在燃烧中发生熔化，且熔化后材料易产生熔融滴落，因而带走了大部分燃烧反应
产生热量，减少热量反馈到聚合物表面，迫使燃烧反应减缓或终止。
但是，当出现这种现象时，应注意到熔融滴落物可能引燃与之接触的物质，致使火灾发生蔓延。
　　第三种形式：它是一种主要的形式。
阻燃材料表面上，由于进行多重反应，在其表面上形成膨胀型炭泡沫层。
炭泡沫层的难燃性、绝热性和隔氧作用，致使燃烧中断。
　　不同的研究者，设计了不同含氮有机化合物阻燃剂构成IFR体系，凝聚相内进行的串联脱水、炭
化反应。
具体历程见第5章。
　　许多研究者指出，为了达到理想的膨胀效果，要求各个过程互相匹配。
为此，必须很好地选择其配方组成。
　　当基体聚合物（如热塑性塑料）受热后，首先发生软化，创造了反应介质。
酸源物质（如.APP）发生热分解反应，导致产生聚磷酸。
它促进了碳源物质[如，季戊四醇（PER）或成炭剂（CAa）]发生脱水炭化反应，形成富碳的聚合物结
构。
与此同时，气源物质（发泡剂或称膨胀剂）产生大量不燃烧性气体，造成刚形成的富碳聚合物发生膨
胀。
由于交联反应的进行，体系黏度增加，阻碍了气体的逸出，并伴随着进行固化反应，最终形成膨胀型
炭泡沫层的结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含氮有机化合物阻燃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