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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合成树脂作为塑料、合成纤维、涂料、胶黏剂等行业的基础原料，不仅在建筑业、农业、制造业（汽
车、铁路、船舶）、包装业有广泛应用，在国防建设、尖端技术、电子信息等领域也有很大需求，已
成为继金属、木材、水泥之后的第四大类材料。
2010年我国合成树脂产量达4361万吨，产量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消费量也逐年提高，我国已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合成树脂消费国。
近年来，我国合成树脂在产品质量、生产技术和装备、科研开发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某些
领域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明显差距。
随着生产技术和加工应用技术的发展，合成树脂生产行业和塑料加工行业的研发人员、管理人员、技
术工人都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掌握先进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对高质量的合成树脂
及应用方面的丛书有迫切需求。
化学工业出版社急行业之所需，组织编写《合成树脂及应用丛书》（共17个分册），开创性地打破合
成树脂生产行业和加工应用行业之间的藩篱，架起了一座横跨合成树脂研究开发、生产制备、加工应
用等领域的沟通桥梁。
使得合成树脂上游（研发、生产、销售）人员了解下游（加工应用）的需求，下游人员了解生产过程
对加工应用的影响，从而达到互相沟通，进一步提高合成树脂及加工应用产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
该套丛书反映了我国“十五”、“十一五”期间合成树脂生产及加工应用方面的研发进展，包括“973
”、“863”、“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各大公司、科研机构攻关项目的相关
研究成果，突出了产、研、销、用一体化的理念。
丛书涵盖了树脂产品的发展趋势及其合成新工艺、树脂牌号、加工性能、测试表征等技术，内容全面
、实用。
丛书的出版为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准和提升行业竞争力做出贡献。
该套丛书的策划得到了国内生产树脂的三大集团公司（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化工集团），以及
管理树脂加工应用的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的支持。
聘请国内20多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生产企业的骨干技术专家、教授组成了强大的编写队伍。
各分册的稿件都经丛书编委会和编著者认真的讨论，反复修改和审查，有力地保证了该套图书内容的
实用性、先进性，相信丛书的出版一定会赢得行业读者的喜爱，并对行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持
续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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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热塑性聚酯是近几年发展迅速的一个树脂品种。
本书简要介绍了PET的生产，重点介绍了PET的结构、性能及其在不同制品中的应用。
最后介绍了一些新型聚酯产品（PBT、PTT、PCT、PEN）的性能与应用及热塑性聚酯生产与使用中的
安全与环保要求。
本书可供从事热塑性聚酯生产及聚酯产品生产的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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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热塑性聚酯主要加工应用厂商与关键加工设备制造商
　附录三热塑性聚酯用添加剂、催化剂的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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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目前，PET是全球产能最大、应用最广的热塑性聚酯材料。
PET之所以能够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PET聚合物恰好处在力学性能、热性能、化学性能和经济
性的平衡点上，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聚合物材料中PET的性价比最高。
PET主要用于纺制纤维，PET纤维因其极佳的纺用性能，很快成为化学纤维中的主导产品。
20世纪60年代PET开始应用于薄膜和工业用纤维（主要是轮胎增强）上，然后在70～80年代又进入软
饮料和瓶装水的容器包装领域。
进入21世纪后，PET进一步大举进攻食品包装市场，比如酱料和调味料的包装等，并且开始涉足啤酒
瓶和可蒸煮容器市场。
经过近70年的发展，PET的生产已步入成熟阶段，行业之间已基本不存在技术壁垒，特别是PET纤维产
品生产能力不断扩大，市场趋于饱和。
为此，人们正在极力拓展PET在非纤领域的应用，并取得进展。
在国外，PET已被广泛应用于工程塑料。
近年来，由于PET优良的性能、较高的性价比，其在轿车用塑料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美国是PET工
程塑料生产和用量最多的国家，轿车上的应用占其国内PET工程塑料产量的1／3以上，并且汽车用PET
工程塑料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2000年以后达到了2万吨（不包括合金）。
欧洲最近正在开展以PET工程塑料代替尼龙传统应用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
未来PET工业的发展，除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以外，更重要的是要
赋予PET新的功能，进一步拓宽其应用领域。
PET的功能化发展方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差别化、功能化PET纤维21世纪，PET在合成纤维方面的用途仍将占主导地位。
到目前为止，虽然PET纤维的许多性能优于天然纤维，但在穿着舒适性、可降解性等方面仍不及天然
纤维，还需要对PET进行改性，实现纤维产品的差别化、功能化，增加纤维产品的附加值。
如通过聚合改性技术生产具有高收缩、易染色、低熔点、阻燃、高吸湿、抗起球、荧光、防污、可降
解性等功能的纤维；通过复合技术生产具有抗紫外线、远红外、抗菌防臭性、香味、导电性、抗静电
性、高悬垂性等功能性纤维；利用超细纤维制造技术生产差别化、细旦、中空、高弹、微孔、防水透
气等特种功能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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