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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十年来，高分子科学和高分子材料工业的发展极为迅速，高分子材料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从
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到尖端的高科技产品都离不开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基础产
业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
 中国已是世界高分子材料的生产大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目前中国是世界塑料生产、消费和进口
大国，2011年中国塑料树脂消费量已突破4000万吨，塑料制品量达到6000万吨；我国化学纤维产量多
年来稳居世界第一，在再生聚酯纤维材料生产方面也成为世界第一的生产大国；中国橡胶消费量连
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主要橡胶产品产量在世界名列前茅； 2009年，中国涂料总产量达755万吨，首次
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涂料生产量最大的国家；2010年，中国胶黏剂产量增长到约500万吨，以中国
市场为首的亚太地区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胶黏剂产量增长最快的市场。
此外，中国在高分子材料再生、利用方面也正日益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
 高分子材料作为材料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其品种繁多、性能差别很大，能适应各种不同用途对材料的
需求。
然而，高分子材料品种和性能的多样性对使用环境有很强的选择性，它一方面给实际应用提供了很多
可用的材料选择，另一方面也为材料的鉴别、使用和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确、恰当地鉴别和使
用高分子材料，充分发挥其固有的优异性能，避免其性能上的某些缺陷，正在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和
感兴趣的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外高分子材料新品种大量涌现，特别是新型复合材料和多组分高分子材料蓬勃发展，使有关
高分子材料鉴别的技术与方法不断更新。
因此，本书编著者从高分子材料鉴别技术出发，按五大合成材料（塑料、纤维、橡胶、涂料、胶黏剂
）分别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并编写了《高分子材料鉴别技术》一书。
本书除了叙述传统高分子材料的鉴别方法和技术之外，还增加了新型高分子材料的鉴别和一些对高分
子材料鉴定结果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无机材料、金属材料的鉴别技术，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和实用，以满
足读者的实际需求。
本书除了简要叙述高分子材料的基本概念和性能外，还突出介绍了高分子材料鉴别、选用和使用及相
关理论知识，编写内容着重于高分子材料鉴别实用方面的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本书由燕山大学李青山博士、齐齐哈尔大学杨秀英教授、青海大学陈明彪教授共同编写。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还有辛婷芬教授、茅明华研究员、何春菊教授、崔淑玲教授、陈英教授、窦玉坤
教授和曲丽君教授、蒋陪清教授。
另外，郑州纺织工学院吕英智、大连轻工业学院王淮和孙莉莉、营口市科协主席许青英等人也参加了
本书的编写工作。
书中插图由徐眉举教授、东华大学顾晓华博士、燕山大学洪伟博士、赵舟硕士提供和描绘。
全书由王庆瑞 、杨庆祥、邢广忠统稿和审核。
 本书涉及面广，限于编者水平和时间，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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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分子材料迅猛发展、新品种大量涌现，特别是新型复合材料和多组分高分子材料蓬勃发展，使
有关高分子材料鉴别的技术与方法不断更新。
正确、恰当地鉴别和使用高分子材料，充分发挥其固有的优异性能，避免其性能上的某些缺陷，正在
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和感兴趣的重要课题。

　　本书从高分子材料鉴别技术出发，按五大合成材料(塑料、纤维、橡胶、涂料、胶黏剂)分别进行
了尝试和创新并编写了这本《高分子材料鉴别技术》。
本书除了叙述传统高分子材料的鉴别方法和技术之外，还增加了新型高分子材料的鉴别和一些对高分
子材料鉴定结果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无机材料、金属材料的鉴别技术，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和实用，以满
足读者的实际需求。
本书除了简要叙述高分子材料的基本概念和性能外，还突出介绍了高分子材料鉴别、选用和使用及相
关理论知识，编写内容着重于高分子材料鉴别实用方面的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本书主要作为广大从事高分子材料及新材料相关领域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科研人员、技术人员
使用和参考的工具书，也可供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各类高分子材料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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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红外分光光度计及其附件与试剂：衰减全反射器、研钵、压片器，溴化钾（CP）
、液体石蜡油。
常用的有压片法、糊状法、薄膜法和衰减全反射（ATR）法等，可根据高分子试样的性质选用适当的
方法。
红外光谱试样可采用压片法、糊状法、薄膜法、衰减全反射法和漫反射法制备。
其中压片法是最基本的方法，它是把样品粉碎后分散到对红外光透明的固体介质（溴化钾）中，加压
制成薄片，放入样品架中，使红外光透过样品，并对透过光进行分析的方法。
在实践中发现用漫反射法制样更适合对纺织纤维进行检测。
漫反射法是把纤维样品剪碎压片，或把织物样品不破坏直接放在漫反射支架上，入射的红外光不透过
样品而是在其表面发生漫反射，通过接受漫反射的信号形成光谱也可研究其吸光规律。
与压片法相比，由于漫反射法不必破坏织物，而且测定结果不受试样厚度的影响，效果更好，因此在
分析纤维时都使用漫反射法制样。
 （1）压片法 将高分子试样的粉末分散在与其折射率相近且在红外光中呈透明状的固体介质中，可以
减少试样的散射影响。
一般选用碱金属卤化物作固体介质，最常用的是溴化钾，使用分析纯溴化钾能压出相当透明的锭片。
 溴化钾在使用前要充分磨细，颗粒为2μm左右比较合适。
研细的溴化钾极易吸潮，必须在烘箱中于110～150℃充分烘干（约需48h），最好放在高温炉里在200
℃烘数小时，并放于干燥器中。
压片前的操作最好在下燥箱内进行。
将约2mm高分子剪碎，并于玛瑙研钵中磨细到2μm左右，加入100～200mg干燥的溴化钾继续研磨，直
至两者混合均匀。
在压模上压成锭片后，即可进行红外光谱测定。
该法的缺点是由于碱金属卤化物的吸湿性，常使2～3μm区和6μm区受到干扰。
 （2）糊状法 将高分子试样的粉末分散在与其折射率相近的液体介质中进行测定。
所选用的液体介质应要求不易挥发，且在2～15μm区域尽可能无吸收峰。
最常用的液体介质是液体石蜡油，它在波数为2960～2850cm-1、1460cm-1、1380cm-1和720cm-1处有吸
收峰。
如果观察烃的甲基和亚甲基吸收峰就要使用六氯丁二烯作液体介质。
 因为高分子较难研磨，所以将高分子试样剪成约0.5～2μm以后，最好放入两片粗糙的玛瑙片之间进
行研磨。
先研磨少量高分子试样，再不时加入试样和液体石蜡油继续研磨，直至呈浆糊状。
然后移至盐片上，压上另一片盐片，使呈均匀薄层即可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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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分子材料鉴别技术》主要作为广大从事高分子材料及新材料相关领域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科研
人员、技术人员使用和参考的工具书，也可供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各类高分子材料的工程技术人员使
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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