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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较全面介绍了塑料助剂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包括塑料助剂的定义、分类、名称、结构和主要性
能、作用原理、重要品种及其应用，以及主要塑料助剂的进展等方面的内容。
全书包括绪论、热稳定剂、增
塑剂、抗氧剂、光稳定剂、阻燃剂、着色剂、发泡剂、填充剂、润滑剂、增强纤维与偶联剂、抗静电
剂、防霉剂、
交联剂、其它助剂（抗冲击剂、加工助剂、增容剂、防雾剂）、塑料助剂的卫生性等十六章。
全书内容丰富，理
论性较强。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塑料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塑料成型加工及有关科技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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