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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然高分子材料》介绍了天然高分子材料的相关知识，具体内容包括：绪论，天然高分子材料的结
构和表征，纤维素材料，淀粉，甲壳素、壳聚糖材料，蛋白质纤维，多糖改性材料，天然橡胶，生漆
，木质素材料，天然无机高分子化合物，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循环利用。

　　 《天然高分子材料》可作为高分子材料专业的教材，也可供高分子材料行业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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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6.3 等离子体改性 长期的生产实践证明，把原有的纤维材料加以改性，其效果比
创制一个新品种更为优越，既易于投产，又能较快地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如果说通过接枝、交联等反应是属于化学改性的话，那么采取等离子体的方法，同样能使纤维素改性
，不过是属于物理改性而已。
 什么是等离子体？
如果把某种惰性气体置于放电的电场之中，当电子流与气体的分子相互撞击时，一部分气体分子获得
了能量，产生介稳态的、原子态的、离子态的、自由基型的各种粒子，体系中更混有未变化的气体分
子和电子，其中带正电的粒子与带负电的粒子浓度几乎相等。
这个复杂的体系通常被称为等离子体。
 为了获得等离子体效应，目前较为常用的放电方法是：具有高压低频的电晕放电和射频放电等。
电晕放电的电压可高达几万伏，频率可在几十到几千赫之间，可以在大气压下处理纤维素样品。
射频放电的电压也很高，频率也高，常用的频率为13～20MHz，一般在真空条件下处理纤维素样品。
 纤维素改性上应用的等离子体是低温等离子体，这种等离子体的特征是：电子的温度与气体分子的温
度不平衡，气体分子的温度接近于常温，而电子温度却较之高10～100倍。
正因为电子具有的高能量才能引发反应使纤维素的部分键裂断，从而产生新的化合物，同时，气体分
子的温度又不太高，不会造成纤维素主体分解。
 纤维材料的许多特性是与它的表面成分和表面结构密切相关，比如，耐磨性、柔软性、黏着性、静电
性等。
如果只改变表面性质而使纤维素内部不受损久就能够既保持原有的良好性能，又获得了新的特性，这
样就提高了纤维材料的实用性。
运用等离子体的方法来使纤维素改性，可以得到有效的结果。
因为等离子体触及纤维材料表面深度，仅有0.1μm以内，对材料的其他物理力学性能影响极小。
 在等离子体条件下进行纤维素改性，可以有两个方面：①改变材料的表面结构；②在材料表面或本身
结合新的基团和聚合物。
例如，把硝酸纤维素膜在甲苯（气态）中进行放电处理，经过等离子体改性，结果使硝酸纤维素膜的
透气性得到改善。
再如，将棉纤维与二氟乙烯或四氟乙烯采取等离子体作用后，提高了纤维的疏水性。
 3.6.4共混改性 共混是高分子材料制备的重要手段，也是近期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产业化重点。
通过纤维素或纤维素衍生物与其他高分子材料的共混改性，充分发挥各组分的结构和性能特点，可制
备具有良好力学性能、加工性能、性价比和某些特殊功能的高分子材料，这一领域已成为国内外的研
究热点。
 （1）纤维素与天然高分子的共混纤维素基共混型可生物降解材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与其他天
然高分子的共混；一类是与可生物降解型合成高分子的共混。
用于与纤维素共混的其他天然高分子一般是蛋白质、壳聚糖、淀粉等，这些物质具有很好的生物降解
性能，它们与纤维素通过机械共混、熔融共混或溶液共混都可制得可生物降解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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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应用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系列教材:天然高分子材料》可作为高分子材料专业的教材，也可
供高分子材料行业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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