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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

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分11章，第1章绪论；第2章缩聚及其他逐步聚合反应；第3章自由基聚合反应；第4章离子型
聚合和配位聚合；第5章共聚合反应；第6章聚合物的化学反应；第7章高分子的结构；第8章大分子的
热运动、力学状态及其转变；第9章高分子固体的力学性质；第10章高分子溶液性质；第11章高分子的
电性能、热性能以及光学性质。 
　　本教材主要介绍有关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概念和知识(第1章)。第2章~第5章、第7章、第8章系统
地阐述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分子结构、分子运动等相关内容。以上内容是高分子科学的基础和核
心，建议利用30～50课时讲授完。第6章、第9章~第11章涉及高分子的分子结构、分子运动与高分子化
合物的化学、溶液、力学、电性能、热性能及光学性质之间的关系，各章独立性相对较强，各专业在
讲授时可根据需要进行增减。 
　　本教材深入浅出 ，全面地反映了现代高分子科学的基础内容，适合作为各类非高分子专业的专业
必修课或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教科书，还适合于作为非
高分子专业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入门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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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高分子科学的建立和发展    1.1.1 高分子科学的发展历史    1.1.2 高分子科学体系及发展趋
势  1.2 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1.2.1 高分子化合物与聚合物    1.2.2 聚合物的分子量及多分散性  1.3 高
分子的分类与命名    1.3.1 高分子的分类    1.3.2 高分子的命名    1.3.3 高分子结构式的书写及英文缩写  1.4
高分子合成反应的分类    1.4.1 按元素组成和结构变化关系分类    1.4.2 按反应机理分类    1.4.3 聚合物的
化学转化  1.5 高分子的结构、物理状态及其性能特点    1.5.1 高分子结构特点    1.5.2 高分子的结构层次   
1.5.3 高分子的物理状态  习题与思考题第2章 缩聚及其他逐步聚合反应  2.1 聚合反应类型及特点  2.2 缩
聚反应  2.3 线形缩聚反应  2.4 线形缩聚的分子量的控制及分子量分布  2.5 体形缩聚反应  2.6 其他逐步聚
合反应简介  2.7 逐步聚合反应实施方法  习题与思考题第3章 自由基聚合反应  3.1 自由基聚合单体  3.2 
自由基聚合机理  3.3 自由基聚合的引发剂及引发作用  3.4 自由基聚合反应动力学  3.5 自动加速现象  3.6 
自由基聚合的分子量和聚合度  3.7 阴聚原理和阻聚剂作用  3.8 光与其他方式引发的自由基聚合  3.9 烯类
单体自由基聚合的热力学规律  3.10 自由基聚合实施方法  习题第4章 离子型聚合和配位聚合⋯⋯第5章 
共聚合反应第6章 聚合物的化学反应第7章 高分子的结构第8章 大分子的热运动、力学状态及其转变
第9章 高分子固体的力学性质第10章 高分子溶液性质第11章 高分子的电性能、热性能以及光学性质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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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20世纪20~30年代， H.Staudinger发表了划时代的“论聚合”，并建立了高分子学说，70
多年来，以W.H.Carothers、K.Zigler、G.Natta、P.J.Flory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在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上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广大科技工作者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到目前为止，高分子学科已发展成比较完整的
科学体系——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它既是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也是直接面向国民经济、科学与技术
相结合的近代型科学学科。它已渗透到各个工业部门和科技领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成为
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分子工程（包括聚合反应工程、高分子加工成型工艺）是
高分子科学和高分子生产与应用之间的衔接点，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则是它的理论基础。　　20世纪末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理、工科的本科教学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方面，大学教育为了适
应新世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大多数院校都强化了计算机、外语和大学体育的教学，增加了人文
、美学、经济、环境以及法律方面的课程，这就需要学生在较短的学时内掌握日益增多的专业基础或
专业知识课内容。因此，为了保证和提高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的教学质量，除了不断地提高有关教师的
教学水平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外，对教材进行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举措；另一方面，由于高分子科
学对各个工业部门和科技领域的渗透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在我国现行的本科专业中，如“化
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材料物理”、“复合材料”、“化学工程与工艺”、“林产
化工”、“轻化工程”、“包装工程”、“纺织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以及“生物科
学”、“生物技术”等许多非高分子专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教学中已经安排了或将要安排一些有关
高分子科学方面的课程，授课学时从32～96学时不等，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根据这样的教学发
展趋势和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工业学院、盐城工学院等院校多年来对于各种专业
教授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的教学讲义和积累的经验编写了这本教材。教材的编写中，注意突出了
以下几点。　　① 在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内容上力求均衡、贯穿及糅合。　　② 注重系统阐述
现代高分子科学中已成熟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　　③ 对于涉及高分子科学
的研究前沿和新成果、有争议的概念、理论、现代测试方法、聚合物的品种介绍等内容只作了浅显介
绍，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做太多的讨论。希望学生能够在聚合反应工程、高分子加工成型工
艺、现代测试方法等后继课程或研究生课程或通过自学而学习到这些内容。　　④ 凡是涉及诸如高分
子的合成原理、高分子链结构、分子运动、聚集态等基本内容的章节，确保其系统性和相互间的衔接
性。其他章节皆具有相对独立性，以便不同专业进行取舍。　　本书共分11章，“第1章绪论”由南京
工业大学魏无际教授编写；“第2章缩聚及其他逐步聚合反应”和“第6章聚合物的化学反应”由南京
工业大学关建宁副教授编写；“第3章自由基聚合反应”和“第4章离子型聚合和配位聚合”由江苏工
业学院李坚教授编写；“第5章共聚合反应”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崔益华教授编写；“第7章高分子的
结构”和 “第8章大分子的热运动、力学状态及其转变”由江苏工业学院俞强教授编写；“第9章高分
子固体的力学性质”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潘力佳老师编写；“第10章高分子溶液性质”由南京工业大
学魏无际教授和盐城工学院陆荣老师编写；“第11章高分子的电性能、热性能以及光学性质”由南京
工业大学鲁钢老师编写，鲁钢老师并对全书进行了校对和整理。魏无际教授和俞强教授分别对前6章
和后5章进行了统稿，并由魏无际教授对全书进行了定稿。　　本书是在参考了国内外众多优秀的高
分子教科书和著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对这些作者深表敬意并感谢。　　纵观高分子学科发展的历
史以及从高分子理论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的实际运用的思维过程来看，可以说，高分子化学和高
分子物理不是截然分开的。作为一种尝试，本教材企图对“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的内容进
行均衡、贯穿、糅合、精简。但在编写中，由于水平有限，作者却深深地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
事情，终抱许多缺憾。除此以外，本教材一定还存在着许多其他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一并指正。　　
　　编者于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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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

精彩短评

1、不是适合做教材，写的太凌乱。我给高职生教这个课，高分子化学推荐潘祖仁的。高分子物理，
何曼君的书，需要整理，内容太多。但是，上述两本基本上脉络清晰。
2、很详细，不错，学到很多东西
3、给人感觉，讲得不够详细。。。浅入浅出吧~
4、编写得还可以！要是高分子化学部分能够突出一下学科前言进展就更好了！
5、不错，东西来的及时、来的快，价格也便宜，喜欢，支持
6、印刷错误
7、书是正版的，物流也还行
8、书挺好的就是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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