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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通常定义为聚合物基体与至少一维是纳米范畴的添加剂所组成的混合物。
这些添加剂可以是一维（如碳纳米管和纤维）、二维（包括层状矿物，如粘土）或者三维（包括球状
粒子）的。
过去十年间，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加入少量纳米添加剂就会使它
们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如弹性模量和强度，这是由于与微米级和更粗的添加剂相比，纳米添加剂的
比表面积更大。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其他的优良性能包括阻隔性、阻燃性、抗划伤／耐磨性以及光学、磁性和电性能
。
本书涵盖了有关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并指出了高性能纳米复合材料进一步的发展方
向。
全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12章，介绍以层状硅酸盐为添加剂的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如聚酰胺
（第1章）、聚丙烯（第4章）、聚苯乙烯（第5章）、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第9章）、聚丙烯酸乙
酯（第6章）、环氧树脂（第2章）、生物降解聚合物（第3章）、水溶性聚合物（第8章）、丙烯酸酯
感光聚合物（第7章）和橡胶（第12章）。
除了聚合物／粘土纳米复合材料的合成与结构特征，还讨论了它们独特的物理性质，如阻燃性（第10
章）和气／液阻隔性（第11章）。
另外，讨论了聚合物／粘土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晶行为以及聚合物与粘土间化学相容性对粘土分散性的
重要影响。
本书第二部分共8章，介绍了最近采用其他添加剂的纳米复合材料，如碳纳米管、石墨、纳米粒子以
及其他无机.有机杂化体系的进展。
自1991年发现碳纳米管以来，由于其优异的弹性模量、弯曲强度、长径比、导电性和导热性、化学和
热稳定性以及吸附性，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第13和14章是有关碳纳米管的增强。
第13章还介绍了碳纳米管／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和长期性能；第14章则介绍了以碳纳米管作
为纤维，以C6。
晶体为基体的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应用潜力。
另有三章是有关功能性的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讨论了为实现特定功能而填充功能性纳米粒子的聚合
物纳米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制备（第15章），磁性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合成与表征（第17章），以及
导电的聚合物／石墨纳米复合材料（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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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共两部分、20章。
第一部分为层状硅酸盐与各种高分子基体复合材料的制备、结构和性能；第二部分为碳纳米管、纳米
粒子和无机-有机杂化体系在高分子改性中的应用，反映了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最近研究进展。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可供从事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研究、生产者以及相关高等院校的师生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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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熔融插层。
最近熔融插层成为了制备聚合物／层状硅酸盐纳米复合材料的标准工艺，并且和近来的工业技术发展
相适应。
在聚合物溶液插层过程中，大量的溶剂分子解吸出来以便聚合物分子进入。
解吸出来的溶剂分子自由度直线上升，熵的增加被受到束缚的聚合物链构象熵的减少所抵消。
所以，直接熔融插层比溶液插层有更多的优点。
例如，对聚合物来说，直接熔融插层是非常特殊的，可以得到以前不可能得到的新的杂化物。
此外，不使用溶剂使得直接熔融插层成为一种环境友好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法。
此工艺过程涉及聚合物在软化点温度之上与OMLS混合物在静态或剪切下的退火。
退火过程中，聚合物链从本体聚合物扩散进入硅酸盐片层之间的缝隙。
依据聚合物链向硅酸盐缝隙渗入程度的不同，可以得到由插层到剥离的纳米复合材料。
实验结果表明，聚合物插层的效果极大地依赖于硅酸盐的功能化和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且，本文作者还发现：考虑到表面活性剂的大小和单位面积上的数目，OMLS最优层间结构有利于
纳米复合材料的形成，并且聚合物的插层依赖于OMLS和聚合物基体间的极性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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