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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化学与工艺学》

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汽车工业、船舶工业、建筑行业、桥梁产业以及家庭装饰
业的发展，涂料作为保护、装饰、美化物体表面的涂装材料得到长足的发展，涂料的品种迅速增加，
性能不断提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在推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水
平的提高方面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涂料必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为了进一步促进涂料
行业人才的培养，笔者在参考国内相关教材和书籍、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教学与
科研实践，编写了《涂料化学与工艺学》一书。本书既介绍涂料化学知识，又介绍涂料生产工艺、生
产设备、涂料涂装等涂料知识，是将涂料化学与涂料工艺学有机的统一。全书共14章，重点介绍了涂
料的基本组成和作用；涂料的化学基础；涂料用树脂（如醇酸树脂、聚酯树脂、丙烯酸树脂、聚氨酯
树脂、环氧树脂、氨基树脂、氟硅树脂）的合成原理、合成原料、合成方法和合成实例；以及涂料用
颜填料、助剂、涂料配方原理；涂料的涂装工艺；漆膜的形成机理；涂料的工业应用；新型绿色环保
型涂料；涂料生产工艺及设备。书中既有理论知识，又有配方设计和生产实例，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精简不失系统，直观不失完美，表达力求清楚明了，做到简明扼要，易学易懂。本书可作为高等
院校精细化工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涂料生产和经营的工作人员的培训教材，同时还可作
为从事涂料教学、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全书由官仕龙教授统稿和定稿，第10章和第11章由胡登华编
写，第14章由陈协编写，其余各章由官仕龙教授编写。本书的编写得到武汉工程大学绿色化工过程省
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支持，也得到涂料界朋友、同仁的无私帮助，在此深表感谢。由于作者水
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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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涂料化学与工艺学》系统地介绍了涂料化学和涂料工艺学知识。《涂料化学与工艺学》共14章，重
点介绍了涂料的基本组成和作用；涂料的化学基础；涂料用树脂（包括醇酸树脂、聚酯树脂、丙烯酸
树脂、聚氨酯树脂、环氧树脂、氨基树脂、氟硅树脂等）的合成原理、原料、工艺和实例；涂料用颜
填料、助剂、涂料配方原理；涂料的涂装工艺；涂膜的形成机理；涂料的工业应用；绿色环保型涂料
；以及涂料的生产工艺及设备。书中既有理论知识，又有配方设计和生产实例，精简又不失系统。
《涂料化学与工艺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精细化工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涂料生产和经营人
员的培训教材，同时还可作为从事涂料教学、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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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防污颜料 常用的有氧化亚铜和氧化汞两种。氧化亚铜为带红色或紫红色的粉
末，用它配制成的防污颜料，涂装于船底，能有效地阻止海洋生物在船底上附着滋生。氧化汞为红色
或带橘黄色泽的粉末，作为防污颜料常同氧化亚铜配合使用，防污效果显著。由于汞能引起公害，目
前已尽量少用或不用。 （3）示温颜料 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可逆性变色颜料，当温度升高时颜色发
生改变，冷却后又恢复原来的颜色；另一类为不可逆变色颜料，它们在加热时发生不可逆的化学变化
，冷却后不能恢复原来的颜色。使用示温颜料做成色漆，刷涂在不易测量温度变化的地方，可以从漆
膜颜色的变化观察到温度的变化。 （4）发光颜料 主要有荧光颜料和磷光颜料。 ①荧光颜料为一类在
紫外光线照射下能发出荧光的有机颜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水溶性荧光染料溶于树脂中制成的颜
料。这类染料主要是碱性染料，如碱性嫩黄、碱性玫瑰精、碱性桃红等三芳基甲烷类化合物（也有个
别的酸性染料）。先将染料溶解在三聚氰胺一对甲苯磺酰胺一甲醛树脂的单体中，经聚合成树脂，再
进行粉碎及颜料后处理即得成品颜料。但这类荧光颜料的耐晒牢度较差。另一类是带有荧光的水不溶
性有机化合物，如分散染料中的分散荧光黄FFL和分散荧光黄H5G1一等原染料，经颜料化处理即得成
品荧光颜料。这类颜料的色谱齐全，有黄、橙、红、紫、绿、蓝等，色彩鲜艳，用于塑料、油墨、涂
料、文教用品中，可提高装饰效果。荧光颜料色感非常强，耐光性较差，可罩涂含有紫外光吸收剂的
罩光清漆，延缓涂膜褪色。 ②磷光颜料又称夜光颜料、夜光粉或磷光体，是一类经光源激发后，于黑
暗处能发出可见光的颜料，主要成分是高纯的硫化锌，又分为短时夜光粉和永久性夜光粉两种。制法
是将氧化锌溶于稀酸，通人硫化氢气体生成硫化锌沉淀，经洗净和干燥后，加入氯化钠、氯化镁作助
熔剂，极微量的Cu、Ag或Mn作为活化剂，经焙烧后即成。根据Cu活化剂含量的不同，颜色呈现绿色
至深红色。用Ag作活化剂时，颜色由深蓝色至深红色。用Mn作活化剂时，颜色呈现黄色。永久性夜
光粉里加有钍等放射性物质作为添加剂，在射线的激发下，能长时期发光；而短时夜光粉里则没有放
射性添加剂，必须借助于外界光源的激发才发光，切断光照后即不再发光。磷光颜料主要用于仪表、
钟表、示波器、雷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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