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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合成橡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合成材料。
尽管在三大合成材料产量中，它占有的比例最小，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无法由其他
材料取代的。
大到数吨重的巨型工程轮胎，小到不足一克的人工角膜，合成橡胶在汽车、建筑、机械、电器仪表、
信息、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生活用品等各个领域中都有极为广泛的应用，而且往往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材料，也被公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
从20世纪初期开始用金属钠催化剂聚合二甲基丁二烯生产甲基橡胶至今，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世界已
形成了丁苯橡胶、丁腈橡胶、氯丁橡胶、丁二烯橡胶、乙丙橡胶、丁基橡胶、异戊橡胶、苯乙烯类嵌
段共聚物热塑性弹性体等生产规模较大的通用合成橡胶和以聚氨酯、氟橡胶、硅橡胶为代表的特种橡
胶等种类齐全的合成橡胶研究开发和生产应用体系。
2007年世界合成橡胶的总产量已超过1300万吨。
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的起步较晚，但是经过近50年的努力，合成橡胶的生产能力及总体技术水平已跃居
世界前列。
生产的品种也覆盖了除异戊橡胶外的所有胶种。
2007年我国合成橡胶的产量已达到200万吨以上，我国已成为名列世界第二位的合成橡胶生产大国和名
列世界第一位合成橡胶消费大国。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从事合成橡胶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相继实现了氯丁
橡胶、镍系顺丁橡胶、稀土系顺丁橡胶、SBS、SIS、SEBS、溶聚丁苯橡胶、羧基丁苯胶乳和多种特种
合成橡胶的工业化，并且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
同时对引进的乳聚丁苯橡胶、丁腈橡胶、丁基橡胶、乙丙橡胶的生产技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了
再创新，使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国产化技术生产的合成橡胶的生产能力已占我国合成橡胶总生产能力的，50％以上，合成橡胶生
产技术成为我国石油化工领域中自主研究开发并取得重大成就的范例，为我国炼油、石化及化工领域
加强科技创新、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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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分册全面阐述负离子聚合的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概论，扼要介绍负离子聚合的发展史、聚合机理、聚合特点以及世界技术现状
，重点对我国在该领域内研发、生产和应用情况作了较全面介绍；第二章负离子聚合理论，主要包括
负离子聚合反应特点和聚合技术、共轭二烯烃均聚和共轭二烯烃/苯乙烯共聚的聚合理论及其微观结构
的调控、聚合物结构与性能关系以及大分子设计及合成；第三章至第七章为负离子聚合技术的工业实
践，主要内容有：丁二烯橡胶（第三章）、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第四章）、氢化苯乙烯类嵌段共
聚物（第五章）、溶聚丁苯橡胶（第六章）和透明抗冲丁苯树脂（第七章），较全面地阐明负离子聚
合在上述工业领域内的具体实施和最新进展，着重介绍不同产物在聚合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加工和应用
；第八章聚合过程装备及工程分析，主要介绍间歇聚合工艺和连续聚合工艺的聚合反应器及相关的聚
合反应工程，并初步介绍聚合过程的节能降耗技术。
 　　希望本分册能对从事负离子聚合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相关生产、设计和教学人员有所裨益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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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论1.2 负离子聚合反应的特点1.2.1 概述活性负离子聚合的最大特点是其聚合活性中心比
较稳定，可以在室温下保持几小时、几天乃至几十天不降低活性，生长链的末端在加终止剂之前都有
活性，不分解也不异构化，如果继续加入合适的单体，增长反应可再次进行。
负离子聚合还具有快引发、慢增长的特点。
根据活性负离子聚合的上述特点，可以比较容易地控制高分子化合物的分子量及其分布，合成不同预
定结构的高分子化合物，为高分子的分子设计奠定了基础。
1.2.2 负离子聚合特点负离子聚合为高分子设计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实施手段，人们可以按设计好
的分子结构去合成，分子量分布可以很窄，并能合成出嵌段共聚物。
负离子聚合的特点如下：（1）单体对引发剂有较强的选择性，对两种均能进行负离子聚合的单体，
一种引发剂能引发其中一种单体，但不一定能引发另一种单体；（2）活性聚合，负离子聚合活性链
端带有相同的电荷，不能发生偶合或歧化终止。
聚合物的分子量随反应时间的延长呈线性增长，所得聚合物的分子量分布等于或接近泊松（Poisson）
分布；（3）多活性种共存，负离子聚合在不同溶剂中或在不同添加剂存在下，产生不同性质的活性
种，在聚合体系中可以存在多种类的活性种；（4）可以制备分子量分布很窄的聚合物。
负离子聚合可以实现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的可控性，利用适宜的终止剂可合成特定端基的聚合物，还
可以合成立构规整聚合物、嵌段共聚物、星形共聚物、接枝共聚物、梳形共聚物以及环状聚合物。
负离子聚合的引发剂一般为有机碱金属，由于有机锂可溶于非极性溶剂，它最受重视，应用也最广泛
。
有机锂引发剂制备简单，聚合体系使用灵活，不仅能合成多种高纯度结构的聚合物，还可以生产具有
良好加工和应用性能的聚合物，可在同一套装置上生产多种产品；有机锂引发剂的活性高、用量少，
而且残留在聚合物里的物质对质量影响较小，不需要催化剂后处理工序；有机锂引发剂的活性寿命长
，在没有水、空气、二氧化碳等有害杂质的影响下，形成的聚合物比较稳定，在聚合过程中，无链终
止、链转移发生，可制取预定结构的合成材料；有机锂引发剂的聚合速度快、转化率高，可采用单釜
连续聚合，生产能力大、产率高；聚合物溶液可用湿法或干法干燥，工艺流程短，动力消耗少；生产
过程“三废”少。
有机锂引发剂的不足之处是对杂质敏感，对原料纯度要求高，对生产过程控制要求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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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成橡胶技术丛书(第2分册):锂系合成橡胶及热塑性弹性体》可供从事负离子聚合和有关领域的科
研生产、设计、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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