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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聚合物材料是一种合成材料，因其优越的综合性能获得迅猛的发展，但仍有诸多需要克服的缺点
，而通过改性可使聚合物材料的性能大幅度提高，或者被赋予新的功能。
其中，化学改性是一种较早出现的改性方法，包括嵌段和接枝共聚、交联、互穿聚合物网络等，是一
个门类繁多的体系。
随着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发展，近年来，嵌段和接枝共聚物等在开发高分子新材料中愈来愈显得重要，
而目前，集中介绍高分子化学改性方面的书籍甚少，尤其作为大专院校的教材多属自编教材，因此，
很有必要编写一本全面介绍各种聚合物化学改性的教材。
　　全书分为四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是绪论，第二部分是接枝共聚及接枝共聚物，第三部分是
嵌段共聚及嵌段共聚物，第四部分是高分子化学反应。
绪论部分阐述了聚合物化学改性的基本概念、高分子设计与合成方法，以及聚合物化学改性的作用与
意义，第二、三部分主要针对接枝共聚物和嵌段共聚物合成原理及制备方法、性能、应用和发展前景
进行了讨论。
接枝共聚及接枝共聚物部分介绍了接枝共聚概述、聚丙烯的化学接枝改性、聚氯乙烯接枝共聚物
、ABS树脂及其应用和无机材料的接枝共聚；嵌段共聚及嵌段共聚物部分介绍了嵌段共聚概述、热塑
性弹性体和嵌段共聚物纳米结构材料。
第四部分就分子链之间的交联以及老化降解等内容进行了介绍。
近年来，关于聚合物化学改性的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书亦适当收入了一些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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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高分子化学改性的基本概念、方法与高分子化学改性的作用和意义，主要针对接枝共聚、
嵌段共聚和高分子化学反应等改性方法，着重介绍了聚丙烯化学接杖改性、聚氯乙烯接枝共聚物
、ABS树脂及其应用、无机材料的接枝共聚物、热塑性弹性体、嵌段共聚物纳米结构材料等的合成、
性能和应用。
    本书可作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敦材，也可供研究生和涉及这一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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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2　高分子设计与合成方法　　聚合物材料进行分子设计，希望能制得合乎人
们要求的新的高分子，结构及物性关系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要实现设计的要求，主要是通过合成反应使生成高分子的结构、组成及物性达到设计的目的。
　　1.2.1　接枝共聚　　接枝共聚物的问世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利用这种合成方法已制得不少高分
子材料。
一般共聚物中的大分子链上也有支链结构，但不同于在一种高分子上接上另一种高分子。
最早是将丙烯腈单体接枝到天然橡胶分子上，以后又将甲基丙烯酸甲酯接到天然橡胶上，改进了天然
橡胶的性能。
又如在聚乙烯醇存在下，醋酸乙烯酯聚合时产生接枝聚合物。
接枝共聚的理论已得到人们的确认，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重视。
对其合成与性能和结构的研究和讨论十分活跃。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对已有的高分子材料进行改性，制得性能优异的新材料，特别是在高分子材料学及
生产很成熟、生产品种多的情况下，利用现有高分子采用接枝共聚制得很多新产品。
　　对接枝共聚物进行分子设计时应解决的问题是：①选用接枝的单体和聚合物；②确定好接枝单体
的用量；③确定接枝合成方法及工艺条件；④接枝的支链的数目及长度；⑤接枝的效率；⑥接枝共聚
物的分离和鉴定的方法。
这几个问题是接枝共聚中的主要内容。
分子设计关键的问题是合成反应的机理、条件及实施方法。
因为合成反应的结果决定了分子组成、接枝的效率及物性。
接枝共聚的综合性能不仅决定于主链高分子的结构与性能，也决定于接枝的聚合物。
支链的结构链长及支链的数目对产物性能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
　　制备接枝聚合物的目的是改进高分子的特性，如橡胶上接枝树脂类高分子，它既能提高橡胶的强
度，又解决了树脂的脆性。
塑料的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聚丙烯（PP）接上弹性体的聚合物，能改善脆性提高抗
冲性，根据主链聚合物和支链聚合物的不同性能可以设计出一系列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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