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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期春季讲习班是由Ron Ottewill设计的，他在1964年从剑桥大学来到Bristol，在Douglas Everett的鼓
励下，第一次开设胶体和界面科学的高级讲授和研究的硕士学位课程。
这个高度成功的课程，在单数年举办了大概30届，直到英国科学教育中引入了4年制大学硕士学位后，
使一年的研究生课程不再适宜时，才终止举办。
在胶体和界面科学领域中的许多领衔工业科学家和学者，都曾以春季讲习班的博士生、硕士课程的成
员或课程的参加者（迄今约1000人）从Bristol毕业。
除了Ron Ottewill之外，1972年第一期课程的教师还有AitkenCouper、Jim Goodwin、Dudley Thompson
和Brian Vincent。
这个课程最早是由Bristol大学的校外研究系（当时的名称）主管的，在早期该系的许多人为这门课程
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这方面必须特别提到David Wilde和Sue Pringle。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Bristol胶体中心(BCC)取得了该课程的管理权，使之成为BCC每年开设的课程
之一， 举例来说，除了春季讲习班之外，BCC还给没有主修科学专业的人们开设技术员水平的比较基
础的课程。
BCC是Brian Vincent和Jim Goodwin在1994年建立的。
在1996年Jim退休，Terry Cosgrove继任Jim为代理主管，Cheryl Flynn是第一个正式被任命的领导成员，
随后是Paul Reynolds（作为经理）。
现在的工作成员有11人，主管人是Roy Hughes，Paul负责新事业的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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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阐明基本原理基础之上，重点论述了胶体在各领域的应用。
内容分为三部分：首先介绍胶体分散体系基本原理、性质，胶体与界面的稳定性、表面活性剂的吸附
与聚结等相互作用；其次，讨论了微乳液、高分子体系、表面浸润、气溶胶等领域的应用，特别对高
分子体系有重点论述；最后，还详细介绍了胶体科学领域常用的测量技术与手段，如流变学、光散射
与光反射、光操控、电子显微镜等。
 本书适合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专业的研究生，胶体化学专业的本科生，材料、食品、制药、生物等
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实验操作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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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的目的是向那些对胶体科学没有经验或知之甚少的人们作胶体科学的基本介绍。
讨论一些基本概念和定义，为后面的章节奠定基础。
在本章末“胶体与表面科学教材”中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其他一些近代教科书。
在许多实际情况中，体系可能会更为复杂。
体系中可能存在不止一种分散相，并且每一相（分散相或连续相）可能是多组分的（例如在一种水相
中，可能存在有电解质、表面活性剂、聚合物和其他分子物种）。
冰淇淋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是一种复杂分散体系，其中存在着三种分散相：固体颗粒（冰）、液
滴（脂肪球体）和气泡（空气）。
我们对胶态体系的讨论一直是认为它是一种（或多种）物相在一种连续相中的分散体。
很清楚的是，在这样一种体系中，不同物相之间的界面成为了讨论的重点。
不过，我们应该在这里介绍另外一类胶态体系，即缔合胶体。
正如这个名称所指出的，它们都是溶液，在其中发生了分子缔合而产生了纳米级范围的实体。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表面活性剂胶束，当溶液超过某一定浓度（称为胶束临界浓度）时，表面活性剂
分子发生缔合而形成了胶束。
它们具有平衡结构（与大多数多相胶体不同），在给定条件下，具有确定的尺寸、大小和形状。
它们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定义应该是“超分子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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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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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食品、制药、生物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实验操作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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