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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本科生课程《化工现代测试技术》的实验教材。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有多台大型进口分析测试仪器，包括裂解气相色谱红
外光谱联用仪、原子力显微镜、带冷热台偏光显微镜、凝胶渗透色谱仪、差示扫描量热仪、热重分析
仪、Zeta电位、纳米激光粒度仪、表面张力及接触角测定仪、气体吸附仪、压汞仪、流变仪、转矩流
变仪等，这些仪器为教师、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支撑条件.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许多技术服
务。
　　长期以来，本科教学实验往往以独立的、验证性的实验为主，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相对比较落后，
在实验中很难体现学科的前沿发展方向及先进的教学理念。
传统的教学实验，无论是实施模式，还是实验仪器等都远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
《化工现代测试技术》课程即是基于将大型仪器用于本科实验教学的思路，利用现有的大型仪器并兼
顾与其他专业课程的衔接，设计了一些新的实验性教学内容。
旨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化工现代仪器分析原理及应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具备应用这些仪
器分析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教材内容上涵盖r聚合物分子量及其分布的测定、热分析、聚合物加工性能及力学性能测定、化
工材料颗粒粒度及乳液微观形态测定、结晶性能分析、结构分析、吸附特性分析、聚合物裂解机理研
究等八大类17个实验。
　　两位编写者在参号了相关教材、资料的基础上，于2007年编写了《化工现代测试技术》指导讲义.
经过两届本科生的试用，对原讲义进行了修改、补充。
在《化工现代测试技术》课程的设置、安排等方面得到r李们耿教授、陈纪忠教授的热心帮助，在教材
的编写过程中有翁志学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另外，浦群老师协助相关图表的制作、叶继华老师参与了“聚合物加T性能测定”部分的编写工作，
一并致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及教学经验的小足.教材中一定会有不少的错误或欠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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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本科生课程《化工现代测试技术》的实验教材。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有多台大型进口分析测试仪器，包括裂解气相色谱红外光
谱联用仪、原子力显微镜、带冷热台偏光显微镜、凝胶渗透色谱仪、差示扫描量热仪、热重分析仪
、Zeta电位、纳米激光粒度仪、表面张力及接触角测定仪、气体吸附仪、压汞仪、流变仪、转矩流变
仪等，这些仪器为教师、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支撑条件.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许多技术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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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凝胶渗透色谱法测定聚合物的分子量及其分布二 气相渗透法测定聚合物的分子量三 粘度法测定聚
合物的分子量四 聚合物的热性能测定——功率补偿型差示扫描量热法五 聚合物的热性能测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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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吸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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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利于解析物质的组成和结构以及热分解、热降解以及热合成机理方面的研究。
高分辨TGA是传统TGA技术的发展，其特征是计算机根据样品裂解速率的变化自动调节加热速率以提
高解析度。
具体操作方法有动态加热速率、步阶恒温、定反应速率三种，动态加热速率即在样品未裂解或裂解完
毕后以较高的加热速率加热，而在裂解时降低加热速率从而避免升温过快影响解析度；步阶恒温即在
样品达到预定的失重或失重速率时保持恒温，直到样品裂解完后恢复初始加热速率；定反应速率指通
过控制加热炉的温度以维持预定的裂解速率。
　　（四）热重分析的影响因素（仅讨论实验因素）　　升温速率是一个重要程序变量，对热重曲线
有明显的影响。
提高升温速率使TG曲线向高温推移，升温速率越大，炉壁与试样温度梯度增加，导致热重曲线上的T1
和T1，偏高。
这不利于中间产物的检出，因为此时TG上拐点很不明显。
升温速率慢可得到更准确的实验结果。
　　试样用量、粒度和形状以及装填方式都会影响热重曲线，试样量大，对热传导和气体扩散都不利
，使曲线的清晰度变差，并移向较高温度，反应时间延长。
试样用量应在热重分析仪灵敏度范围内尽量少。
粒度越细，反应面越大，使T1和T1，降低，反应加速。
对于试样装填方式，一般来说，装填越紧密，试样颗粒间接触就越好，有利于热传导，但不利于气氛
气体向试样内扩散或分解的气体产物的扩散，通常试样应装填得薄而均匀。
　　炉内气氛的影响不是一个孤立因素，还取决于试样的反应类型、分解产物的性质和装填方式等许
多因素，有动态气氛和静态气氛之分，控制气氛有助于深入了解反应过程的本质，视实验要求而定。
　　（五）热重分析在聚合物中的应用　　热重法在聚合物领域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应用：　　1.
测定聚合物的热稳定性、热稳定性与结构和构型的关系以及添加剂对聚合物热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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