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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混炼技术与工程》

前言

　　间歇式和连续式混炼机械以及单螺杆和双螺杆挤出机可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它们最初应用于食
品工业和用于输送润滑油。20世纪的前20年，与汽车用充气轮胎制造相关的现代橡胶工业得到了发展
，而现代密炼机正是始于这个时期。真正的合成聚合物工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20世纪30年代
和40年代开始得到快速发展，单螺杆和啮合反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也于这一时期开始被广泛采用，但
主要用作泵送机械。德国的I.G.Farbenindustrie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开展了一些研发计划，包
括各种啮合同向旋转和反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这类连续式混炼机械等，但只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随着双螺杆挤出机和捏合机积木式结构的发展，才出现现代的混合技术与工程。然而，直至约1980
年才开始对间歇式和连续式混炼机械中的流动和混炼机理开展基础研究。　　工程师为了解决混炼问
题，可采用各种各样的混炼机械，包括分离（或相切）转子和啮合转子间歇式密炼机以及结构范围宽
得多的许多连续式混炼机械，后者又包括单螺杆挤出机和积木式单螺杆Buss往复捏合机以及带有一系
列不同混炼元件的积木式啮合同向旋转和反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其中反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的结构
有啮合和相切两种。这些混炼机械的每种结构均有其优缺点，与其他结构相比更适用于某些用途。目
前的趋势似乎是对每一种用途均采用积木式啮合同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但这看来更多是非技术的管
理人员而非富有创新意识的工程师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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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合物混炼技术与工程》对聚合物混炼技术和机械进行了较完整的论述，尤其是对各种混炼机械的
发展和历史、技术进展和结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混炼机械的创新设计提供了基础。其中包括
各种类型的间歇式和连续式混炼机械以及喂料器；其次是对各种类型混炼机械的发展历史、技术进展
和结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在其他同类书中是鲜见的；第三，兼顾技术和基础知识两方面。《
聚合物混炼技术与工程》可供从事高分子材料加工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从事高分子材料加工和
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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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适当提高机筒温度可提高物料与机筒内表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通常可解决上述问题；已开发可阻
止物料发生周向滑移的特殊机筒结构，以解决物料向前输送的问题。最常用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堵住螺
杆内孔，以仅冷却螺杆进料段，降低物料与螺槽表面之间的摩擦系数。　　解决熔体质量问题的成本
是最高的，因为这要更换一根新的螺杆。硬质塑料（如PC）在螺杆与机筒之间的剪切力作用下通常发
生破裂而非软化，这会导致塑料到达压缩段时建立的压力不够高，而压力对塑料熔融而言是重要的。
一种解决方法是降低机筒起始段的温度，这可提高机筒内表面处熔体的黏度，减小其滑移，建立较高
的压力。压缩段设置较高的温度对解决上述问题也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最终需要更换新的螺杆，要采
用较高的压缩比和较长的进料段。　　挤出机产量波动是指其产量不稳定，会引起制品厚度和机头压
力随时间发生变化，产量上下波动的周期变化很大。单螺杆挤出机产量波动的原因有下述三方面。　
　①进料问题。塑料粒料必须稳定地进入挤出机并向前输送。有时粒料在进料口处会发生架桥现象，
或在螺杆起始段发生滑移现象，这种不规则的向前输送会导致产量波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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