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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烯烃功能化及改性：科学与技术》的主编和主要作者多年来承担了聚烯烃研究开发领域的多
项国家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项目。
《聚烯烃功能化及改性：科学与技术》论及的内容除了来自他们掌握的国内外大量文献之外，很多是
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
全书既汇集了新型催化剂催化烯烃共聚合和功能化反应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列举了用化学、物理方法
实施聚烯烃改性的多种成功范例，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适应科研、教学和生产企业等各类
人员的不同需求。
　　《聚烯烃功能化及改性：科学与技术》从反应原理、方法实施和应用举例三个层次汇总了聚烯烃
改性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
既汇集了新型催化剂在烯烃共聚合和功能化反应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列举了用化学、物理方法实施
聚烯烃树脂改性的多种成功范例，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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