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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由于工业化的扩大，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恶化和加剧，因此清洁生产工艺受到了很大的
重视。
清洁生产主要包括从源头削减污染以及对生产或服务的全过程实施控制。
清洁生产工艺可以采用环境友好的工艺进行工业生产，减少废弃物和污染物的环境排放，减少末端治
理的污染负荷，提高企业污染防治的效果，使环境中的能源和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并促进循环经济的
进行。
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的一种方法就是将过去一些剧毒的化工原料改为低毒或少毒的化工原料进行化学工
业生产的环境友好材料的制备工艺过程。
　　环境友好材料是指对环境不产生危害，甚至对环境有保护或改善作用、有利于人类健康、对环境
没有排放有污染物质的一类材料。
　　环境友好材料主要是指在其生命周期的过程中具有无毒的化合物、可采用清洁方法生产、可循环
利用、易生物降解等对环境有保护或改善作用、有利于人类健康、对环境没有排放有污染物质的一类
材料。
环境友好材料应满足经济性、功能性、环境协调性和舒适性4个原则。
　　针对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特点，环境友好材料不但可以从产品生产源头进行污染控制，尽可能采用
无毒无害的原料替代对环境有害的材料，如环境友好绿色水性建筑涂料，环境友好绿色汽车涂层材料
等；而且还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将废料再循环利用，如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等；同时在化工生产过程末
端，采用这种材料对工业三废进行修复与治理，有利于环境质量控制和改善，如环境净化材料天然高
分子改性絮凝剂、环境催化材料脱硫剂等。
　　本书介绍了几种典型环境友好材料的研究进展、制备方法、表征方法、性能及其应用性能。
结合作者的工作实践，重点放在环境友好水性建筑乳液涂料、环境友好绿色汽车涂层材料、环境催化
材料和环境净化材料天然高分子絮凝剂上，这些内容均为作者多年来科研工作的总结。
本书可供从事环境友好材料生产、设计、科研和教学的科技人员在工作时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研
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本书的撰写和思路，得到了我的博士生导师张高勇院士的精心指导，反复修改和多次审阅，并提
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感谢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龚淑玲教授、董金凤教授、周晓海教授、洪昕林讲师、龚楚清老师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得到了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春虎教
授、教育部和山西省煤科学重点实验室樊惠玲副教授、上官炬教授、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李彦旭教授和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很多老师的帮助。
他们对书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本书的多次修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感谢万鹏、贾文珍、郝轩、石翔、郭惠等同学在材料的输入和实验操作上所做的工作。
　　感谢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08011020）对本书第五章科研内容的资助。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和知识面所限，本书虽多次修改，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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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友好材料及其应用》介绍了清洁生产工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环境友好材料的制备，主要
介绍了几种典型材料的研究、制备、表征、性能等，包括水性建筑涂料、绿色汽车涂层材料、环境催
化材料、环境净化材料等。
可供相关专业科技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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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环境材料概论　　1.1　环境材料的概念　　材料是人类生活和生产中极为重要的物质基
础，材料的发展过程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材料的进步带来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变化，使人类进入文明而稳定舒适的生活
环境。
近年来由于过度使用自然界的资源作为材料，造成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等一系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问题，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新材料的概念。
新材料是新技术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也是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先导。
　　20世纪90年代视，资源及环境开始严重制约社会的发展，日本的山本良一教授首次提出了“环境
材料”的概念，他认为环境材料是指具有较低环境负荷和较大再生率的材料，环境材料的生产目的是
防治对环境的损害，在人类活动中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保证材料有较好的性能等。
1993年4月日本的山本良一教授成立了“日本环境材料研究会”。
随后又先后召开了．3届国际环境材料大会。
我国也于2004年成立了中国材料学会生态环境材料分会，开始了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
此后，又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环境材料、Ecomaterials（环境材料）、Ecological Mat．erials（生态环境材
料）和Ecoproducts（环境协调性产品）以及Ecodesign（环境协调性设计）等一系列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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