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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塑料自发明以来，因为质量轻、性能好且耐用而被大量使用，塑料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
2006年全世界塑料消耗量在2亿吨以上，而我国表观消费量在4。
00万吨左右，其中塑料包装材料的发展最迅速。
塑料包装材料占生活垃圾的10％～20％，而这种垃圾实际上是“永久性”的不能被降解。
怎样面对及如何处理塑料垃圾已成为世界性的环保问题。
另外，近年来资源紧缺和环境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如何减轻对石油资源的依存，实施循环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成为塑料工业的全球性热门话题。
　　大量塑料的使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石油和能源，而且因为不能自然降解，燃烧时又释放出大量二
氧化碳，部分地造成和加重了“白色污染”及“温室效应”。
为净化周围环境，消除塑料废弃物，人们努力地做好以下工作来减少污染：一是卫生填埋（用土掩埋
垃圾）；二是废物利用。
卫生填埋虽可明显地缓解环境污染，但是却将环保的重任推到下一代人身上。
废物利用是较可行的办法，世界上相继出现了焚烧利用热能、回收再利用、自然降解三种主要的解决
塑料废弃物方法。
回收再利用是从垃圾中回收塑料，经过分拣、冲洗、干燥、粉碎等过程，最后加工成制品，虽然会耗
费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但一定程度上能使环境有所改善。
不过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塑料材料到底能回收再加工利用多少次？
不能回收后如何处置？
许多专家建议应大量开发和生产能自然降解且可回收再利用又对自然界、生物界无害的塑料，这才是
从根本上解决“塑料垃圾”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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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对生物分解与生物基塑料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包括从技术革新到各个领域的
应用，从制造技术、加工技术、应用技术到商品化现状、可回收性、能源替代等方面，以最新的技术
现状为基础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外一些政策走向进行了阐述。
    本书适合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生产及加工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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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物分解塑料按照其原料来源和合成方式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利用石化资源合成得到的石化基生
物分解塑料、可再生材料衍生得到的生物基生物分解塑料以及以上两类材料共混加工得到的塑料。
　　生物分解塑料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生物分解，不增加环境负荷，是解决白色污染的有效途径。
普通塑料如常用的聚乙烯（如塑料袋）、聚丙烯（如塑料餐具）、聚酯（如饮料瓶）等不能生物分解
，在目前常用的垃圾处理方式即卫生填埋条件下，普通塑料将存在很多年以上，而生物分解塑料在堆
肥条件下短期内就可以完全分解，回归自然。
　　生物分解塑料可以和有机废弃物（如厨余垃圾）一起堆肥处理，因此和一般塑料垃圾相比，省去
了人工分拣的步骤，大大方便了垃圾收集和处理，从而使城市有机垃圾堆肥化和无害处理变得极为现
实。
　　（1）利用石化资源合成生物分解塑料　　此类生物分解塑料是指主要以石化产品为单体，通过
化学合成的办法得到的一类聚合物，如聚己内酯（PCL）、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聚乙烯醇
（PVA）、改性芳香族聚酯（PBA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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