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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合物改性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共混改性、填充改性、复合材料、化学改性、表面改性等内容
。
以往，上述改性方法多是分别进行研究，并分别出版专著的。
但随着研究的广泛进行，各种不同门类的改性方法之间有相互关联、相互依托的关系日益显现出来。
这种相互关联不仅体现在理论范畴，而且体现在应用领域。
因此，很有必要编写一本全面介绍各种聚合物改性方法的著作。
这样一本书不仅可作为材料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而且对涉足这一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具有
参考价值。
　　本书是关于聚合物改性的一本基础性的书籍，不可能面面俱到。
在编写中，是以聚合物的共混改性为主体，兼及其它改性方法。
　　近年来，关于聚合的改性的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本书在注重介绍聚合物改性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及主要应用体系的基础上，也适当介绍一些这一领
域的新进展。
在理论方面，本书也收入了一些新发展，如非弹性体增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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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高分子聚合物作为20世纪发展起来的材料，因其优越的综合性能，相对较为简便的成型工
艺，以及极为广泛的应用领域，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然而，高分子材料又有诸多需要克服的缺点。
以塑料为例，有许多塑料品种性脆而不耐冲击，有些耐热性差而不能在高温下使用。
还有一些新开发的耐高温聚合物，又因为加工流动性差而难以成型。
再以橡胶为例，提高强度、改善耐老化性能、改善耐油性等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而且，传统橡胶的
硫化工艺也已制约了其发展。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求对聚合物进行改性。
可以说，聚合物科学与工程学就是在不断对聚合物进行改性中发展起来的。
聚合物改性使聚合物材料的性能大幅度提高，或者被赋予新功能，进一步拓宽了高分子聚合物的应用
领域，大大提高了高聚物的工业应用价值。
1.1 聚合物改性的主要方法高分子聚合物的改性方法多种多样，总体上可划分为共混改性、填充改性、
复合材料、化学改性、表面改性几大类。
1.1.1 共混改性聚合物的共混改性的产生与发展，与冶金工业的发展颇有相似之处。
在冶金工业发展的初期，人们致力于去发现新的金属。
然而，人们发现，地球上能够大量开采且有利用价值的金属品种只有很少的几种。
于是，人们转而采用了合金的方法，获得了多种多样性能各异的金属材料。
在高分子聚合物领域，情况与冶金领域颇为相似。
尽管已经合成的聚合物达数千种之多，但能够有工业应用价值的只有几百种，其中能够大规模工业生
产的只有几十种。
因此，人们发现在聚合物领域也应该走与冶金领域发展合金相类似的道路，也就是开发聚合物共混物
。
聚合物共混的本意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聚合物经混合制成宏观均匀的材料的过程。
在聚合物共混发展的过程中，其内容又被不断拓宽。
广义的共混包括物理共混、化学共混和物理/化学共混。
其中，物理共混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混合，也可以说是聚合物共混的本意。
化学共混如聚合物互穿网络（IPN），则应属于化学改性研究的范畴。
物理/化学共混则是在物理共混的过程中发生某些化学反应，一般也在共混共性领域中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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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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