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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对聚合物在汽车工程上的新型应用进行了概述，并用大量案例描述了生产于德国和欧洲其他
国家的客车和商务车上的聚合物外部应用情况，包括具体元件和具体解决方案，同时对目前聚合物生
产工业、先进聚合物的生产方法和性能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适合从事聚合物材料研发及汽车工业元件研发的科技人员阅读。

　　一级分类:科技图书
　　二级分类:材料
　　三级分类: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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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工程用塑料外部应用>>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每一个新的或者较新的发展都应该坚持基本的指导理论：所选择的材料必须与结构和
生产方法的选择直接紧密相连。
整体构件具有很高的功能整合性，可以通过现代的注射成型和压缩技术得到实现。
与此相反，在差动机构中的单一元件的机构通常都很复杂，需要采用恰当的黏合技术将不同的材料黏
合在一起。
在此处，胶合技术是一种冷黏合技术（T≤200度），适合于片状材料的层合黏合，在此其他方法不能
进行连接或者费用非常高。
随着胶合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黏合的支撑性连接。
同时我们也将发现胶合技术将和其他的黏合技术联合使用以弥补彼此的不足之处。
组合的黏合技术将有利于得到更高的结合强度，这样可以在较宽的范围内得到相对均衡的作用力转变
，而单一的胶合技术会产生裂纹。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工程用塑料外部应用>>

编辑推荐

《汽车工程用塑料外部应用》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工程用塑料外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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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