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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与材料成形工艺》共13章。内容包括：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过程；材料的结构与凝固；金
属材料；锻压成形工艺；钳工成形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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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1.1 高聚物的人工合成　　高聚物是通过聚合反应以低分子化合物结合形成的。聚合反应有加聚
反应和缩聚反应两种。　　1．加聚反应　　加聚反应是由一种或多种单体相互加成而形成聚合物的
反应。这种反应没有低分子副产物生成。其中，单体为一种的叫均加聚，例如乙烯加聚成聚乙烯；单
体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则称为共加聚，ABS工程塑料就是由丙烯腈、丁二烯和苯乙烯三种单体共聚合
成的。在生产人造橡胶时广泛采用共聚反应。均聚物的产量很大，应用广泛。但由于其结构的限制，
性能存在一些不足。而共聚物则可以通过改变单体，进而改进聚合物的性能。组成共聚物的单体不同
，单体的排列方式不同及各种单体所占比例的不同都将使共聚物的性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对均聚
物实行改性，制造新品种高聚物的重要途径。　　2．缩聚反应　　缩聚反应是由一种或多种单体相
互作用而形成高聚物，同时析出新的低分子副产物的反应，其单体是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活泼官能团
的低分子化合物。按照参加反应的单体不同缩　　聚反应分为均缩聚和共缩聚两种。酚醛树脂（电木
）、聚酰胺（尼龙）、环氧树脂等都是缩聚反应产物。缩聚反应比加聚反应复杂。　　6.1.2 有机高分
子材料的组成及性能特点　　1．有机高分子材料的组成　　有机高分子材料以高聚物为主要组分，
再添加各种辅助组分而成。前者称为基料，例如合成高聚物（树脂、生橡胶）等；后者称为添加剂，
例如填充剂、增塑剂、软化剂、固化剂、稳定剂、防老化剂、润滑剂、发泡剂、着色剂等。　　基料
是主要组分，对高分子材料起决定性能的作用；添加剂是辅助组分，对材料起改善性能、补充性能的
作用。　　2．有机高分子材料的性能特点　　（1）与金属材料相比，高分子材料的力学性能有如下
特点　　a．比强度高高聚物的抗拉强度平均为100MPa左右，远远低于金属，但由于其密低，故其比
强度并不低于金属。玻璃钢的强度比合金结构钢高，而其重量却轻得多。　　b．高弹性和低弹性模
量其实质就是弹性变形量大而弹性变形抗力小，这是高聚物特有的性能。不管是线型还是体型的高分
子化合物都有一定的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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