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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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树脂及应用丛书：聚氯乙烯树脂及其应用》在介绍氯乙烯单体的合成，PVC悬浮、本体和
糊树脂的制备工艺、结构与性能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几种PVC特种树脂和专用料的合成。
主要介绍了各种PVC树脂的成型加工技术、PVC塑料制品的生产加工技术及后加工装饰和涂饰等。

　　《合成树脂及应用丛书：聚氯乙烯树脂及其应用》面向聚氯乙烯及相关行业的技术人员和科研人
员，是一部较为实用的技术书籍。
可供高分子合成和材料加工的工程技术人员、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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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2.2.3 聚合釜的粘壁 在氯乙烯悬浮聚合中，聚合釜的粘壁是影响聚合反应及产品质
量的十分重要的问题，粘壁物使釜的传热系数下降。
粘壁物渗入树脂的成品中，使树脂在加工时产生不易塑化的“鱼眼”，降低了产品质量。
聚合釜在使用一定的周期后需要定期清理，这不仅增加了劳动强度，同时也降低了设备利用率。
因此，防止聚合釜的粘壁及粘壁物的清理工作，成了聚氯乙烯工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聚合釜
的大型化和生产工艺密闭连续化的障碍。
 2.2.2.3.1 粘壁的机理 在氯乙烯悬浮聚合中，水为分散介质且与釜壁接触。
氯乙烯则被分散为油滴而被分散剂所包围和保护，所以微溶于水中的单体和引发剂与釜壁接触的机会
远比单体液滴为多。
 单体液滴由于种种原因，冲破外层分散剂的保护膜也可以与釜壁接触，这是液相粘釜的两个主要来源
。
 在聚合釜的气相，由于气、液处于动平衡状态，液相中挥发的VCM则携带部分引发剂或增长着的自
由基，在气相冷凝于釜壁并聚合。
这是气相粘壁的主要原因。
 影响聚合釜粘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搅拌的形式和转速；釜型和釜壁的材质；釜内壁的光洁度；物
料配比；分散剂和引发剂的种类及用量；各物料的纯度；体系的pH；聚合反应温度等。
但可归纳为以下两大因素。
 （1）物理因素 由于釜内壁表面不光滑、呈凹凸不平状，沉积于凹陷内部的VCM与釜壁因分子间引力
而结合、聚合为粘釜物，并以此为中心进一步进行接枝聚合使粘釜逐渐加重。
在聚合反应液体向固体转化呈黏稠态时，一旦颗粒保护膜被撞坏则黏稠物黏着于釜壁。
 实践证明，强烈地搅拌和粗糙的釜壁，均会使粘釜加重。
这种粘壁物一般先成斑点状而逐步增大，其与釜壁的结合力较弱，也易于清除。
 （2）化学因素任何金属表面总有瞬时电子和空穴的存在，这两者都具有自由基引发聚合的特征，尤
其是金属釜壁在外界条件变化时，会与单体发生电子得失而成为自由基，逐渐进行接枝聚合形成粘釜
物。
这种粘釜物一般首先使釜壁失去金属光泽并逐渐加重。
粘釜物与釜壁结合力较大，清除较困难。
 实际上这两种因素并不孤立存在，它们互相依赖，相互促进，使粘釜现象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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