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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山西省化工研究所组织技术骨干编写的第一版《聚氨酯弹性体手册》自2001年1月出版，已过去了整
整10年。
这10年也是我国聚氨酯工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新的原材料、助剂进入市场，新的设备和新的工艺
不断地得到开发和应用。
鉴于此，业界读者热盼全面反映聚氨酯弹性体最新进展的专著问世。
 应化学工业出版社之邀，山西省化工研究所组织第一版的作者对原版的《聚氨酯弹性体手册》进行了
修订。
在第一版的总体框架和基础上尽其所能将涉及聚氨酯弹性体的原材料、助剂、生产工艺、设备、应用
技术等方面的新成就、新进步编入新的手册中。
在章节上，第二版增加了“防护与环境”一章，完善了附录内容，对部分章节进行了删减和扩充。
 第一版作者绝大部分已入古稀之年，有的已经作古，他们是我国聚氨酯弹性体发展的奠基者、开拓者
和见证人，他们能克服种种困难，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倾注于该手册，实属难能可
贵，可敬可佩。
 期冀该书的出版发行能对我国聚氨酯弹性体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温卫东 2012年3月  第一版序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从事聚氨酯合成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已有近40年的历史
，在聚氨酯合成材料尤其是聚氨酯弹性体的配方设计、合成工艺、加工成型、分析测试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了多项科研成果，创新了不少实用技术并开发出一系列国民经济各部门急需的
新产品，为我国聚氨酯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世纪之交，千年更迭之际，应化学工业出版社之邀，我们组织所内聚氨酯研究领域的技术骨干，
竭尽我们的所知所能编写了这部《聚氨酯弹性体手册》，该书理论联系实际，资料翔实，数据可靠，
既有广泛的实用性，又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它是广大科技人员心血的结晶、集体智慧的凝聚和多年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奉献
给全国聚氨酯行业同行们的一份珍贵礼物。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作为山西省化工研究所的现任所长，乐为之序，以示我对参与该书编写的我的同
事们的衷心感谢和热烈祝贺。
 安孟学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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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聚氨酯弹性体原料、聚氨酯化学、聚集态结构、性能与结构关系等基本理论进行介绍的基础
上，重点对浇注型、混炼型、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的合成、牌号、性能、加工工艺、应用，水性聚氨
酯的生产、牌号、改性、应用，微孔弹性体的生产工艺、性能及应用等进行了介绍，最后对主要原料
、预聚物和弹性体的分析方法等进行简单论述。
本书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深入浅出地将原理与工艺、结构与性能融合在一起，可供从事聚氨酯弹
性体研发、生产及应用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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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4低温性能与结构的关系 高聚物的低温弹性通常用玻璃化温度和耐寒系数来衡量
。
玻璃化温度的物理意义就是高聚物分子的链段开始运动的最低温度。
高聚物的低温弹性取决于大分子链和链段的柔顺性，即取决于主干链的内旋转、分子间力以及大分子
本身的立体效应等。
凡是增加分子链僵硬的因素（如分子链中的极性基团，分子转动的势垒，交联点存在等）都会使玻璃
化温度升高。
大分子链的柔性是主链上单键内旋转的结果。
由于相邻碳原子上的氢原子互相排斥，所以C—C键旋转的势垒比较大，而醚键自由旋转的阻力比C
—C键小。
醚键将C—C键分开就能增加大分子链的柔顺性。
酯基中的C—O—键也能自由旋转。
但酯基的极性比醚基大，所以聚醚型聚氨酯弹性体的低温屈挠性比聚酯型好。
此外，聚醚和聚酯分子结构的规整性和分子量大小对低温性能也有一定影响。
软段结构越规整，分子量越大，越容易结晶。
但是，软段与硬段连接之后，由于硬段的位阻效应，软段的结晶受到阻碍。
所以，在一定的分子量范围（一般在2000～3000）内，软段分子量增加，柔性反而增大，微相分离更
趋完全。
按形态学的观点，聚氨酯弹性体的玻璃化温度就是由软链段的性质和软段相的纯度决定的。
当软段相的纯度趋于100％时，聚氨酯弹性体的玻璃化温度应接近于软链段组成物的玻璃化温度。
硬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硬段结构对微相分离的影响上。
表4—10列出了几种软段同系物的玻璃化温度可供参考。
 4.5耐水性能与结构的关系 水对聚氨酯弹性体的作用有两个。
其一是水的增塑作用，即水分子进入大分子链中，与聚合物分子中的极性基形成氢键，使聚合物分子
间的作用力减弱，拉伸强度、撕裂强度和耐磨性能下降。
这一过程是可逆的，经干燥脱水，可恢复原来的性能。
据报道，当空气的相对湿度在100％以内变化时，聚氨酯弹性体的吸水率在2％以内变化。
相对湿度为50％时，聚酯型和聚醚型聚氨酯弹性体的吸水率约为0.6％。
当相对湿度为100％时，聚酯型的吸水率上升为1.1％，聚醚型为1.4％。
这时相应的拉伸强度降低率，前者约为10％，后者约为20％。
并发现不论是TDI／MOCA型聚氨酯弹性体，还是MDI／二醇型聚氨酯弹性体，其吸水率大体相同。
其二是水的降解作用，即弹性体发生了化学降解。
水解反应是醇酸缩聚的逆反应，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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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聚氨酯弹性体手册(第2版)》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深入浅出地将原理与工艺、结构与性能融合在
一起，可供从事聚氨酯弹性体研发、生产及应用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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