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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20世纪20年代高分子学科产生以来，高分子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并导致了材料领域
的重大变革，形成了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多角共存的局面，并广泛应
用于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各产业领域。
人们已经认识到高分子材料越来越成为普遍应用而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它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创新是
材料科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分子材料的主要种类有纤维、塑料、橡胶、涂料和胶黏剂，它们各自形成了庞大的工业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
在各专业领域，已出版了许多专著和教材，受到广大读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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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分子材料加工原理(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首先阐述了各种高分子材料的基本概念及其成型加工原理中的共性问题，包括聚合物流体的制备
、混合和聚合物流体的流变性；然后分别详细讨论了化学纤维、塑料和橡胶三类重要高分子材料成型
加工原理中的个性问题；最后简单介绍了涂料和胶黏剂的制备和应用原理。
各章附有复习指导及思考题。
　　《高分子材料加工原理(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高分
子材料科学研究、生产和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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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胀大型胀大型与漫流型不同，纺丝流体在孔口发生胀大，但不流附于喷丝头（板）表面。
只要胀大比B。
（指细流最大直径与喷丝孔直径之比）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细流是连续而稳定的，因此是纺丝中正
常的细流类型。
　　纺丝流体出现孔口胀大现象的根源是纺丝流体的弹性。
正如第四章 第三节 所述，纺丝流体从大空问压入喷丝孔时会由于人口效应而产生法向应力差N；在孔
道内作剪切流动时会由于法向应力效应而产生法向应力差。
这些法向应力差的大小，决定了B。
的大小。
　　一般纺丝流体的BO在1-2.5的范围内，个别纺丝流体的B。
达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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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分子材料加工原理（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
高分子材料科学研究、生产和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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