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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分子化学》教材自1986年初版以来，已多次重印并再版三次，本书为第五版。

全书共分9章。
在绪论中介绍了高分子的基本概念、聚合物的分类和命名、聚合反应等内容。
其余各章分别就缩聚和逐步聚合、自由基聚合、自由基共聚合、聚合方法、离子聚合、配位聚合、开
环聚合、聚合物的化学反应进行详细的介绍。
每章末都附有本章提要和习题，其中计算题还提供了参考答案。

本书作为四大化学并列教材，适用于工科、理科、师范大学使用，也可供大专、业余大学及科研、生
产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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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1引言聚合反应需要通过一定的过程（聚合方法）来实施。
传统自由基聚合沿用本体、溶液、悬浮、乳液四种聚合方法。
逐步聚合多采用熔融聚合、溶液聚合、界面聚合的术语；离子聚合则有溶液聚合、淤浆聚合和气相聚
合；实质上这些多可以归入本体聚合和溶液聚合的范畴。
本体聚合是单体加有（或不加）少量引发剂的聚合，可以包括熔融聚合和气相聚合。
溶液聚合则是单体和引发剂溶于适当溶剂中的聚合，可以包括淤浆聚合，溶剂可以是有机溶剂或水。
悬浮聚合一般是单体以液滴状悬浮在水中的聚合，体系主要由单体、水、油溶性引发剂、分散剂四部
分组成，反应机理与本体聚合相同。
乳液聚合则是单体在水中分散成乳液状的聚合，一般体系由单体、水、水溶性引发剂、水溶性乳化剂
组成，机理独特。
应该关注聚合体系的初始相态和聚合过程中的相态变化。
初始状态，本体聚合和溶液聚合多属于均相体系，而悬浮聚合和乳液聚合则属于非均相体系。
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与其单体完全互溶，因此在本体聚合全过程中始终保持均相，悬浮聚合
中单体液滴转变成透明的聚合物珠粒，仍保持着均相。
而聚氯乙烯、聚丙烯腈却不溶于其单体，在本体聚合、悬浮聚合过程中都将从单体中沉淀析出，呈不
透明粉状，成为沉淀聚合。
溶液聚合中的溶剂一般都能溶解单体，如不溶解聚合物，也成为沉淀聚合。
气相聚合与沉淀聚合有点类似。
乳液聚合在微小的胶束或胶粒内进行，根据胶粒中聚合物-单体的相溶性，虽也有均相和沉淀的情况，
但实际上并不再细分。
非均相聚合的反应本身和传递特性都要复杂得多。
以上各种情况的相互关系简示如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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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分子化学(第5版)》该教材自1986年出版以来，为全国高校普遍选用，深得好评。
已出版到第五版。
曾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优秀畅销书奖、化工部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在学科性质变化和修读专业而增宽的双重新情况下，潘祖仁教授做了全面修订工作。
希望新教材容纳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说理，更加简练，更广的适应面。
考虑到不同层次学校对内容要求的差异，特将第五版写成两种版本。
即《高分子化学》（增强版）、《高分了化学》（第五版）。
两种版本仍以聚合反成和聚合物化学反应的机理和动力学作主经线，进一步考虑配以更多的聚合物品
种作纬线，意在交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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