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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自1999年以来一直给清华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学生讲授“高分子化学”，2008年初，
《高分子化学》入选清华大学校级本科教材建设项目。
自2007年初开始总结和整理相关内容，在参考国内外教材和书刊的基础上，结合近期高分子化学领域
的新进展，历时近两年，完成本书撰写。
本书共分为9章，主要涉及聚合物的合成反应、机理和方法。
第1章介绍聚合物的基本概念和高分子科学的发展简史。
第2章扼要介绍“聚合物的结构与性能”，这部分内容多在“高分子物理”中讲授。
作者考虑到“高分子化学”是本专业学生所接触到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有必要涉及一些重要的结构
方面知识。
从第3章开始，按照聚合反应机理不同，分别介绍了逐步聚合（第3章）、自由基聚合（第4章）、离子
聚合（第7章）和配位聚合（第8章）。
由于大多数开环聚合具有离子聚合特点，因此将这部分内容归入离子聚合章节。
聚合反应的重要特征在于可以合成具有特定分子量和结构的聚合物，本书的重点放在控制聚合反应速
率、聚合物分子量和分子结构方面，以便读者掌握不同的聚合方法并用于合成各种类型的聚合物。
活性聚合是近期研究的热点，本书分别在自由基聚合和离子聚合章节以相当篇幅加以介绍。
自由基共聚合是最重要的一类共聚反应，本书在第5章单独介绍，其他共聚合类型在各章节中分别介
绍。
本书第6章介绍了自由基聚合实施方法，考虑到工科学生的特点，本章简要介绍了一些重要的高分子
材料。
本书最后一章介绍了聚合物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已被大量用来改性或合成新的聚合物。
此外，本书也尽可能兼顾高分子化学领域的新进展，如超分子聚合物、分子自组装、树枝状聚合物、
超支化聚合物等。
本书由唐黎明和庹新林共同编写，第1，2，4，5，6，7，9章由唐黎明负责，第3，8章由庹新林负责。
本书作者力图将国内外“高分子化学”的基本内容收集到本书中，但由于作者知识水平限制，书中定
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分子化学>>

内容概要

本书为清华大学教材。
全书系统讲述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原理及其化学反应，并扼要介绍了聚合物的结构和性能。
全书共分9章，包括绪论、聚合物的结构与性能、逐步聚合、自由基聚合、自由基共聚合、自由基聚
合实施方法、离子聚合、配位聚合和聚合物的化学反应。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分子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本专业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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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分子化学>>

章节摘录

插图：1.2.1 高分子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高分子进行分类，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用途和主链
结构分类。
1.按高分子的用途分类可以分为塑料（plastic）、橡胶（rubber）、纤维（fiber）、涂料（coating）、粘
合剂（adhesive）和功能高分子（functionalpolymer）六大类。
其中前3类可合称为三大合成材料。
（1）塑料塑料是在室温下有一定形状，强度较大，受力后能发生一定形变（一般为百分之几）的聚
合物。
塑料是以合成或天然聚合物为主要成分，辅以填充剂、增塑剂和其他助剂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加工成
型的材料或制品。
广义地讲，在塑料工业中作为塑料基本材料的任何聚合物都可称为树脂。
塑料的力学行为介于纤维和橡胶之间，有很广的范围，软塑料接近橡胶，硬塑料接近纤维。
按照聚合物受热行为，可分为热塑性（thermoplastic）塑料和热固性（thermosetting）塑料。
热塑性聚合物受热可以软化和流动，并可反复塑化成型。
目前，产量最大的4种聚合物都是热塑性塑料，包括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乙烯。
热固性聚合物是指加热不能溶解和熔化，也不能加工成型的聚合物，通常为体形结构聚合物，例如酚
醛树脂、环氧树脂、脲醛树脂等。
通过在高分子链间引入交联键，可使热塑性聚合物转变为熱固性聚合物。
按照塑料的状态可分为模塑塑料、层压塑料、泡沫塑料、人造革、塑料薄膜等。
塑料主要用作包装材料（占30％）、结构材料（占30％）、建筑材料和运输材料（占40％）等。
（2）纤维纤维是在室温下轴向强度很大，受力后形变较小，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机械性能变化不大
的聚合物。
纤维通常是线形结晶性聚合物，平均分子质量较橡胶和塑料低，纤维不易形变，伸长率小，弹性模量
和抗张强度都很高。
主要的纤维品种包括涤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尼龙（聚酰胺类纤维）、腈纶（聚丙烯腈）、
丙纶（聚丙烯）、维纶（聚乙烯醇缩甲醛）和氯纶（聚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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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分子化学》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分子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本专业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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