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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有关聚酯合成及应用技术进展的论文汇编。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述和专论；第二部分是精选出的论文。
    第一部分阐述近年来聚酯技术的进展和成就，共10篇论文，内容包括：    （1）高新技术，如可生物
降解共聚酯；PET／无机纳米粒子复合物的研究进展；生物医学功能聚酯——血液相容性聚酯纤维及
织物研究。
    （2）回收技术，如聚酯的回收利用；回用聚酯的改性技术。
    （3）基础技术，如催化剂技术（聚酯缩聚催化剂的研究及应用）；聚酯的熔融缩聚和改性技术（聚
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熔融共缩聚研究进展；聚酯的共缩聚和共混改性）。
    （4）技术进展综述，如聚酯纤维技术发展及前景探讨；我国聚酯纤维改性的技术进展。
    第二部分是作者多年累积的聚酯技术研究成果和进展，共41篇精选出的论文。
论文按研究内容纳人五个方面：（1）聚酯催化剂8篇；（2）共聚酯17篇；（3）高分子量聚酯与共聚
酯6篇；（4）纳米粒子和聚酯的复合7篇；（5）抗凝血功能聚酯3篇。
    我国是聚酯生产大国，聚酯技术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在介绍近年聚酯技术的成就和进展的同时，将自己从事聚酯的研究成果给予系统展示，希望给读
者带来益处和帮助，也为我国聚酯技术的信息传播作出应有的微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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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混纺的低温可染聚酯纤维性能研究　　二十二、低熔点共聚酯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二十三
、STUDY ON PET-PA66 COPOLYMER　　二十四、聚酯酰胺的合成及表征　　二十五、PEN-PET共
缩聚动力学研究　高分子量聚酯与共聚酯　　二十六、高黏度聚酯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二十七、固
相缩聚PET的结晶性能研究　　二十八、STUDY ON SOLID STATE POLYCONDENSATION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COPOLYMERS WU Rongrui（武荣瑞）DENG Yuan（邓元
）HUANG Guanbao　　二十九、共聚酯的固相缩聚研究　　三十、共聚酯固相聚合动力学研究　　
三十一、固相缩聚共聚酯的熔融行为和结晶速率研究纳米粒子和聚酯的复合　　三十二、PET／纳
米SiO2复合材料的制备（I）纳米SiO2在PET单体EG中的分散性研究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聚酯合成及应用技术进展>>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综述和专论一、可生物降解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共聚酯的研究进展摘要：本文综述了
可生物降解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共聚酯的制备及其生物降解性，共聚酯可通过共缩聚法，也
可通过共混法获得。
文中介绍了PET-聚醚、PET-聚己内酯、PET-系列脂肪族共聚酯，研究结果表明了相同的规律，规律指
出，PET共聚酯的生物降解性和其结晶度有关，而后者和共聚组分的链交换反应程度有关，链交换程
度越大，共聚酯的结晶度越小，生物降解性越好。
要同时获得较理想的可生物降解性和机械性能，需控制链交换反应的程度。
一般认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是不可生物降解的，但研究表明它仍然可有小量的生物降解，
在胰脘酶和胰凝乳脘酶的作用下PET样品无伸长，但在酯酶和木瓜酶溶液的作用下，有少量伸长。
近年我国学者。
用电镜和高压液相色谱对聚酯纤维在微生物和酯酶作用后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纤维的表面出现一
些裂缝，他们还发现从工厂的活性淤渣分离出的滤物中提取的原酶对PET生物降解比酯酶更有效。
由于PET性能优越，成本低廉，并在工业上得到广泛的采用，而且PET的分解物乙二醇（EG）和对苯
二甲酸（TPA）对细菌、海藻、海贝、鱼和可生物同化的哺乳动物的毒性很低，所以如能增加其可生
物降解性，将可进一步提高它的应用价值。
在PET链中引入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即通过共缩聚或反应性共混（共混中有链交换产生）来提高它
的可生物降解性，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易生物降解的聚合物主要有脂肪族聚醚，如聚乙二醇（PEG）、聚丁二醇（PBG）和脂肪族聚酯，如
聚己内酯（PCL）、聚乳酸（PLA）以及一系列脂肪族共聚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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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聚酯合成及应用技术进展》是武荣瑞编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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