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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印刷技术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给人类带来了绚丽多彩的世界，我国劳动人民在很早之前就
发明了印刷技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称为举世闻名的大发明。
如今，它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必将给人类绘出更多更美的图画。
然而，印刷技术的革新与提高，特别是新型印刷材料的研制，离不开化学，可以说没有化学知识的应
用，就没有印刷技术的今天，更没有印刷技术的未来。
尽管我国涉足印刷工程与包装工程专业的高等院校均将化学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但均采用化学专
业或其他专业的教材，存在着许多弊端。
编者在二十年来从事该专业化学课程教学的基础上，认真阅读、分析印刷专业课程内容，提炼出印刷
材料、印刷工艺必需的化学知识，并对多年试用的讲义进行修改、充实，编写了本套适合印刷工程专
业的化学教材。
本教材包括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界面化学、染料化学三部分，这些内容多是基础化学（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等）没有包含，而在印刷工艺中又频繁出现的研究课题。
例如：高聚物的合成、改性方法及理化性质对研制新型印刷材料（版材、油墨、合成纸张等）是必不
可少的基础知识，而非牛顿流体（高聚物熔体及溶液）的流变学理论则能指导我们选择印刷最适宜的
条件（印刷适性），例如纸张、油墨在操作过程中都有特定的流变性能，并遵循非牛顿流体的流变学
规律。
此外，高分子材料的力学性能、电学性能、溶解过程对于指导印刷实践也是不可忽略的课题。
界面化学主要是描述各种界面行为及理论。
印刷都是在某一物体（纸张、版材）的表面（固一气、液-气界面）上作文章，即研究其表面的润湿性
能、吸收性能等。
而表面结构及表面张力决定其表面行为（表面吸附.物理吸附、化学吸附、润湿性能），例如了解金属
表面结构是认识在金属（锌、铝）版材上建立图像及吸附层的基础。
金属版面（高能面）的润湿性能较高聚物（低能面）的好。
同一金属表面通过不同的处理（表面活性剂），就能建立亲水亲油这一对矛盾体来满足空白与画线部
分的需要。
此外，表面活性剂还具有乳化、渗透、分散、增溶等作用，这些作用在照相、制版、印刷工序上都具
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见离开了界面科学的知识，印刷是无法进行的。
印刷油墨的主要成分是染料（颜料），如何制备出色调鲜明、着色率高、耐候性好的油墨也是人们研
究的热点之一。
此外，某些成像材料也是由于有机化合物发生反应变成具有颜色的染料而达到成像的目的。
这样就需要人们对颜色与物质结构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从中得到启示，进而达到开发新产品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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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印化学基础》是为适应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和新时期新型印刷人才培养的要求而编写的。
《制印化学基础》将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表面化学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注重联系实际，并
适当地介绍了一些国内外印刷包装行业的新技术、新方向，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系统地介绍了印刷学科中涉及的有关化学基础知识。
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包含聚合物的合成原理、方法，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衍生化、力学性能、电学
性能、胶粘性能等；第二部分主要涉及液体、固体的表面现象，变化规律，表面改性方法，表面活性
物质的结构、作用原理及应用方法等；第三部分主要包括染料（有机颜料）的分类、染料的发色理论
、物质的颜色和其结构的关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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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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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聚合反应2.1.2 自由基连锁共聚合反应2.1.3 正离子聚合2.1.4 负离子聚合2.1.5 配位络合聚合2.1.6 连锁聚
合反应的特点2.1.7 聚合方法2.2 逐步聚合反应2.2.1 单体结构2.2.2 缩聚反应的机理——逐步和平衡2.2.3 
缩聚反应的特点2.2.4 缩聚过程中的副反应2.2.5 反应的实施方法第3章 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3.1 概论3.1.1 
高聚物的结构特点3.1.2 高聚物结构内容3.2 大分子链的结构3.2.1 大分子间的作用力3.2.2 大分子链的柔
顺性3.3 高分子化合物的聚集状态3.4 高聚物的力学状态3.4.1 高聚物的三种力学状态3.4.2 线型非晶相高
聚物的力学状态3.4.3 线型晶相高聚物的形变、温度曲线3.4.4 体型高聚物的力学状态第4章 高分子化合
物的主要性能4.1 玻璃状态的力学性能——强度与破坏4.1.1 强度和破坏4.1.2 影响聚合物力学性能的因
素4.2 高弹态的力学性能4.2.1 聚合物的高弹性4.2.2 影响橡胶弹性的因素4.2.3 橡胶的使用温度范围4.2.4 
硅橡胶4.3 粘流态的力学性能——粘流性4.3.1 粘度4.3.2 高聚物的流变性4.4 电学性质4.4.1 高聚物的导电
性能4.4.2 高聚物的静电现象4.5 聚合物的胶粘性4.5.1 聚合物粘结理论4.5.2 粘合强度评价第5章 高分子溶
液5.1 高聚物的溶解5.1.1 高聚物溶解过程5.1.2 影响高聚物溶解度的因素5.1.3 高分子在溶液中的构象及
其特征5.2 聚电解质溶液5.2.1 聚电解质在溶液中的形态及性质5.2.2 蛋白质溶液5.2.3 明胶5.2.4 聚电解质
溶液的敏化及保护作用第6章 聚合物反应及复合材料6.1 聚合物反应6.1.1 聚合物反应特征6.1.2 典型反应
类型6.2 聚合物基纳米复合材料6.2.1 纳米材料与纳米复合材料概念6.2.2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6.2.3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特性及性能第二篇 界面化学第7章 液体的表面现象7.1 物质的基本表面性
质——表面张力与表面能7.1.1 表面张力7.1.2 表面能7.1.3 比表面自由焓7.1.4 影响表面张力的因素7.2 弯
曲液体的表面现象7.2.1 弯曲液面的附加压力7.2.2 弯曲液面上的饱和蒸气压7.2.3 过饱和蒸气，过热液体
，毛细管凝结7.3 溶液表面的吸附现象7.4 液体在另一液面上的展开7.4.1 粘附功和内聚功7.4.2 液体在另
一种液面上的展开第8章 固体的表面现象8.1 固体的表面8.2 固体表面对气体的吸附作用8.2.1 固体与气
体的作用8.2.2 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8.2.3 吸附的研究方法8.2.4 影响吸附的因素8.2.5 吸附的规律8.3 固体
表面对溶液的吸附8.3.1 对非电解质溶液的吸附8.3.2 对电解质溶液的吸附8.4 固体分散度对物性的影
响8.4.1 分散度对熔点的影响和过冷液体8.4.2 分散度对溶解度的影响和溶液的过饱和现象第9章 表面活
性物质9.1 表面活性剂的分类9.1.1 阴离子型活性剂9.1.2 阳离子型活性剂9.1.3 非离子型活性剂9.1.4 两性
活性剂9.1.5 高分子型活性剂9.1.6 特殊结构型9.2 表面活性剂在溶液表面上的吸附和临界胶束浓度9.2.1 
表面活性剂在溶液表面上的吸附9.2.2 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9.3 表面活性剂在固体表面上的吸
附9.3.1 吸附特点9.3.2 影响活性剂体表面吸附的因素9.4 表面活性剂的作用及其原理9.4.1 润湿作用9.4.2 
渗透作用9.4.3 乳化作用9.4.4 起泡及消泡作用9.4.5 加溶作用9.4.6 抗静电作用9.4.7 分散作用9.5 表面活性
剂的HLB值9.5.1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HLB值9.5.2 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HLB值第三篇 染料及颜料化学
第10章 染料及有机颜料10.1 染料的分类和命名10.1.1 染料的分类10.1.2 染料的命名10.2 光和物质颜色的
关系10.2.1 光和物质颜色的关系10.2.2 影响物质颜色的因素10.2.3 颜色的“深浅”与“浓淡”10.3 染料
的发色理论10.3.1 Witt理论10.3.2 分子轨道理论10.4 染料分子结构与吸收光谱的关系10.4.1 共轭双键的数
目与吸收光谱的关系10.4.2 极性基团与吸收光谱的关系10.4.3 染料分子的离子化与吸收光谱的关系10.4.4
结构的平面性与吸收光谱的关系10.4.5 共轭系统的“缩短”现象与吸收光谱的关系10.4.6 金属内络合物
与吸收光谱的关系10.5 外界因素对染料吸收光谱的影响10.5.1 溶剂和介质的影响10.5.2 染料溶液浓度对
颜色的影响10.5.3 温度对染料颜色的影响10.5.4 光对染料颜色的影响10.6 有机颜料10.6.1 有机颜料的意
义10.6.2 有机颜料的类型10.6.3 有机颜料在印刷油墨中的应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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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分子熔体或浓溶液之所以出现爬杆效应，其原因是：转轴表面线速度较高，靠近转轴表面的分子链
被拉伸取向，并缠绕在轴上，经拉伸取向后的分子链段有自发恢复到卷曲构象的倾向，造成在封闭圆
环上液体的拉力，这种拉力力图使圆环直径变小，因而产生了向心法向应力，使液体产生向心运动，
直到与液体的惯性力（离心力）相平衡。
液体的向心流动必然造成圆环中心的密度和压力增大的状况。
压力的增大表现在各个方向上，其中也使与转轴线平行的方向上产生应力，称为轴向应力。
由于液体上部的压力较低，因此液体产生了沿轴上升的运动（与重力平衡）。
如我们对油墨进行搅拌，就会发现爬杆效应的出现。
2）出口膨大效应——离模膨胀当高聚物熔体从小孔、毛细管或狭缝中挤出时，挤出物的直径或厚度
会明显大于模口的尺寸，这种现象称为挤出物胀大或离模膨胀，亦称巴拉斯效应（图4-11）。
例如聚苯乙烯于175-200℃较快挤出时，直径膨胀达2.8倍。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为：高聚物熔体受力被挤出较细的管道或模孔后，由于剪切应力的作用不仅使高
分子链发生相对位移，而且使链段沿流动方向取向，同时主链的链长和键角也沿着流动方向伸展，即
熔体不仅发生塑性流动，而且产生高弹及普弹形变。
熔体出口后，剪切应力消失，高分子链首先产生键长、键角回缩，继而向热力学稳定构象——自然卷
曲状态产生回缩，从而引起轴向尺寸的缩短和横向尺寸的增加。
因此在熔融纺丝过程中，喷丝板上相邻两孔间距离的设计就必须考虑出口膨胀现象，否则就可能产生
喷头并丝现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制印化学基础>>

编辑推荐

《制印化学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印刷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适合于从事印刷材料、
印刷工艺研究的相关科研、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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