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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使用胶黏剂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胶黏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所不粘的程度：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电子电
器、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建筑建材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有着巨大的潜力，在一些领域还
具有独特的优势。
　　胶黏剂是以天然原料或合成高分子化合物为主体制成的胶黏材料。
早期的胶黏剂主要是以天然产物为原料的，但从20世纪初开始，天然胶黏剂已经无法满足工业化发展
的需要。
1909年开始了酚醛树脂的工业化生产，20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生产氯丁橡胶、聚醋酸乙烯酯和三聚
氰胺树脂，德国开始生产丁苯橡胶、丁腈橡胶、聚异丁烯及聚氨酯，从此促进了合成高分子胶黏剂的
研制和生产的飞速发展，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展。
　　本书本着“发挥传统产品优势、提高现有产品性能、开发绿色新功能产品”的宗旨，在其他学者
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粘接基础、粘接性能的检测和胶黏剂的配方设计等进行了介绍，对胶黏剂的应用
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描述，同时着重对酚醛树脂、氨基树脂、环氧树脂、聚氨酯树脂、有机硅树脂、烯
类高聚物、橡胶和天然高分子等材料制备的胶黏剂的原理、原料、典型配方、制备工艺、改性方法和
关键技术，以及产品的性能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并对一些先进的合成原理和制备方法进
行了重点讨论。
此外，本书还就胶黏剂生产中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作了一些阐述，旨
在为读者提供一份比较完整的、有实用价值的介绍胶黏剂技术的资料。
　　书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在此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同仁深表感谢。
同时，也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所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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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胶黏剂基础》从胶黏剂的基础知识入手，首先对粘接基础、粘接性能检测和胶黏剂的配方设计
等进行了介绍；然后重点讨论了由酚醛树脂、氨基树脂、环氧树脂、聚氨酯、有机硅树脂、烯类高聚
物、橡胶和天然高分子等材料制备的胶黏剂的制备工艺、典型配方、改性方法和关键技术等。
　　《胶黏剂基础》内容简练，基础性强，既可供从事胶黏剂研究、开发及应用的技术人员参考，也
可作为相关院校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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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剪切与胶层平行，是粘接面比较理想的受力情况，实质为两个方向相反的拉伸力或压缩力
，此时应力作用在整个粘接面积上，分布比较均匀，故可获得最大的粘接强度。
这种受力形式的接头最常用，因为它不仅粘接效果好而且简单易行，易于推广应用。
　　（2）拉伸 也称均匀扯离力，当作用力垂直作用在粘接平面时，可以均匀分布在整个粘接面上。
当全部粘接面积承受应力时即可得到最大的粘接强度。
但这种受力情况在实际使用中是很难碰到的，即很难保证外力全部垂直作用在粘接面上，一旦外力方
向偏斜，应力分布就马上由均匀变为不均匀了，使粘接接头遭到破坏。
　　（3）不均匀扯离 当胶接件发生不均匀扯离时，应力虽然配置在整个粘接面上，但分配极不均匀
，应力集中比较严重。
作用力主要集中在胶层的两个或一个边缘上，而不是整个粘接面，或者说是局部长度上所受的是偏心
拉伸力。
这种类型的接头，其承载能力很低，一般只有理想拉伸强度的1／10左右，而实际断裂也是从应力集中
的局部开始的。
　　（4）压缩 与胶层垂直，均匀分布在整个粘接面积上，纯粹承受压缩负荷，不容易破坏，但此类
接头的应用有限。
　　（5）剥离两种刚性不同的材料受扯离作用时，称为“剥离”。
当试件受扯离作用时，应力集中在胶缝的边缘附近，而是不分布在整个粘接面上，剥离力与胶层成一
定角度，力作用在一条线上，容易产生应力集中，粘接强度比较低。
因此，粘接件设计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使设计的粘接件在剪切状态下使用，并尽量减少任何劈
裂载荷。
　　在设计粘接件时，有许多方法都可用来减少剥离应力，如图2—4所示。
图2—4（a）在易发生剥离的粘接件部位使用机械紧固件；图2—4（b）是一种航天工业中经常采用的
方法，二倍叠加法或三倍叠加法，即在易剥离、易疲劳和易发生破坏的区域添加额外的粘接；图2—4
（c）以薄被粘物包裹厚被粘物的边部；图2—4（d）使薄被粘物所要贴合的部位为铣形，这样也就消
除了产生剥离的边缘，可惜的是，这种方法会带来昂贵的加工费用；图2—4（e）加宽薄被粘物（对剥
离更为敏感）的边缘部分，宽的粘接件对剥离力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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