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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了解到涂布技术方面信息的缺
乏和对基础参考资料的巨大需求，在1990年
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AmericanInstitute
ofChemicalEngineers）的涂布学术讨论会
的内容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本书涵盖了在连续片幅上涂布的主要过
程，从流体的制备和输送到涂布及干燥直到
产品的整理。
本书着重于涂布干燥过程机理，
而不只是涂布硬件。
本书对生产高性能产品
所需的精密涂布技术给予特别的注意。
书中
也讨论了涂布厚度的极限、产生各种弊病的
原因、涂布片幅的干燥及影响过程的涂布流
体和涂布支持体的表面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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