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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聚酰胺家族自第一位成员——尼龙66（PA66，聚酰胺66）诞生以来，已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目前开
发出的品种有几十个，如PA6、PA11、PA12、PA46、PA610、PA612、MXD6、PA6T、PA9T、PA1212
、PPTA等，成为了人们生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合成材料品种之一。
2010年全球聚酰胺产量已超过620万吨。
聚酰胺工业起步之初主要作为纤维用于服装、装饰等领域，由于其原料成本一直高于与之竞争的涤纶
、丙纶等纤维，近年来发展缓慢。
2010年聚酰胺纤维产量超过370万吨，今后仍将以较低的速度增长。
与此相反，开发较晚的聚酰胺塑料，由于其优良的综合性能以及较佳的性价比，在工程塑料中得到了
大力发展，曾被列为五大工程塑料之首。
2010年聚酰胺工程塑料产量达270万吨，预计今后仍将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研究和开发聚酰胺，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聚酰胺纤维生产国和消费国
。
2009年我国聚酰胺纤维产量达到134万吨，占世界产量的38%，居全球首位。
我国聚酰胺工程塑料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尽管进入21世纪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整体产能仍然偏低
，竞争能力偏弱。
与国外大企业相比，我国聚酰胺工程塑料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产品档次不高、品种牌号不全，难
以满足国内需求，每年需要大量进口。
随着市场的国际化和产业竞争的加剧，我国聚酰胺企业应高度重视高性能、高档次产品的开发，不断
推出新品种，以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本书是《合成树脂及应用》系列丛书之一，内容包括聚酰胺的合成方法、产品性能、改性技术、加工
应用及回收处理等。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力求全面、准确反映国内外聚酰胺工程塑料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发展水平。
本书可作为聚酰胺领域的生产、科研、营销等人员的参考书，也可用做聚酰胺教学的辅助教材。
本书由朱建民主编，各章撰稿人为：第1章朱建民，第2章杨立新、李湘平、魏运方，第3章李湘平，
第4章伍仟新、姚亮红，第6章宋超，第5、7章冯美平。
本书邀请了国内聚酰胺行业知名的专家、教授审稿，他们是：四川大学王琪教授、湖南大学徐伟箭教
授、郑州大学赵清香教授、北京化工大学苑会林教授、神马股份公司段文亮教授级高工、广东金华科
技公司陈大华总监以及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熊远凡、旷志刚、肖朝辉等，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
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蒙化学工业出版社以及作者单位中石化股份公司聚酰胺技术开发中心和中石化
巴陵石化公司技术中心的大力支持、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于岳阳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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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合成树脂及应用丛书》的一本，介绍了聚酰胺树脂及应用的相关知识，具体内容包括绪论，
聚酰胺树脂的合成，聚酰胺树脂的结构与特性，聚酰胺树脂改性，聚酰胺树脂的加工成型技术，聚酰
胺工程塑料的应用，聚酰胺树脂废料回收利用。

 本书可作为聚酰胺领域的生产、科研、营销等人员的参考书，也可用做相关专业的教辅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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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两性型抗静电剂的分子内同时含有阳离子和阴离子，在一定条件下既可起到阳离子型
作用，又可起阴离子型作用；在应用中可分别与阳离子型抗静电剂和阴离子型抗静电剂配伍使用。
两性型抗静电剂与高分子材料的附着力较强，但热稳定性较差。
其化合物包括季铵内盐、两性烷基咪唑啉盐和烷基氨基酸等。
（2）非离子型非离子型抗静电剂不具有电离性，故无法通过自身导电来泄露电荷，其抗静电效果明
显不及离子型抗静电剂。
但其热稳定性优异，一般不对塑料配合物产生有害影响，、多数产品无毒或低毒，因此构成了混炼型
塑料抗静电剂的主流。
其化合物包括脂肪酸多元醇酯、脂肪酸及脂肪醇与烷基酚的环氧乙烷加合物；烷醇胺、烷醇酰胺以及
磷酸酯类等，其中应用最广的是脂肪酸多元醇酯、烷醇胺和烷醇酰胺类化合物。
（3）亲水性高分子聚合物亲水性高分子聚合物是指分子内含有聚环氧乙烷（PEO）、聚季铵盐结构等
导电性单元的高分子聚合物，属永久性抗静电剂。
与表面活性剂抗静电剂相比，具有如下优势：①具有持久的抗静电效果；②制品成型后即发挥抗静电
作用；③受擦拭、洗涤等应用条件的影响小；④对空气的相对湿度依赖性小；⑤带电压低，且衰减速
度快；⑥不影响制品的物理性能，表面性能和耐热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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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聚酰胺树脂及其应用》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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