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 1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的合成及层压板制备 

一、实验目的 

1．了解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的合成方法及层压板制备； 

2．了解溶液聚合和缩合聚合的特点。 

二、实验原理 

三聚氰胺（M）—甲醛树脂（F）以及脲醛树脂通常称为氨基树脂。三聚氰胺一甲醛树

脂是由三聚氰胺和甲醛缩合而成。层压用树脂的 M/F 摩尔投料比为 1:2-3。缩合反应是在碱

性介质中进行，先生成可溶性预缩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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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缩合物是以三聚氰胺的三羟甲基化合物为主，在 PH 值为 8--9 时，特别稳定。进

一步缩合（如：N 一羟甲基和 NH 一基团的失水）成为微溶并 后变成不溶的交联产物。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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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一甲醛树脂吸水性较低，耐热性高，在潮湿情况下，仍有良好的电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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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于制造一些质量要求较高的日用品和电气绝缘元件。 

三．主要试剂和仪器 

三聚氰胺(C.P)、乌洛托品(C.P)、甲醛水溶液(37%)(A.R)、三乙醇胺(C.P)．6x30cm 滤纸 

2 张。 

油压机、铝合金板、四口烧瓶、搅拌器、回流冷凝管、玻璃棒、夹子等。 

四、实验步骤 

1．合成树脂 

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 250m1 四口烧瓶中，分别加入 51g 甲醛水溶液

（37％）和 0.125g 乌洛托品（分析天平称取）。开动搅拌使其溶解。在搅拌下，再加入 31.5g

三聚氰胺，慢慢升温至 80℃，使其溶解。待完全溶解后，开始测定其沉淀比，每隔 4~5min，

测定一次，直至沉淀比达到 2:2,即可加入 3~5 滴三乙醇胺（约 0. 15g），使 PH 值为 8~9.搅拌

均匀后停止反应。 

沉淀比的测量： 

向盛有 2m1 蒸馏水的量简中，慢慢滴入 2m1 样品，振荡使其混合均匀，若混合物呈微

混浊，即沉淀比达 2：2,停止反应。 

2．滤纸浸渍 

将所得溶液倾于培养皿内，将宽 6×30 的滤纸（共 2 张），浸渍于树脂内，并用玻棒挤

树脂，以保证每张滤纸浸渍足够树脂，然后取出，使过剩的树脂滴掉。把浸渍的滤纸用夹

于固定在架子上，干燥过夜。 

3．层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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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浸好的干燥的纸张层叠整齐（剪成模框大小，6－8 层），置于光滑的铝合金板上，在

油压机上于 135℃，4～100 大气压下，加热 15 分钟，打开压机后，把样品趁热取出，即可

制得层压塑料板。 

五、注意事项 

缩聚反应温度不能太高，时间不能太长，否则易交联成不溶不熔物。 

六、思考题 

1．层压用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结构特点有哪些？选择合成条件的依据是什么？ 

2．影响三聚氰胺一甲醛树脂合成反应的因素有哪些？ 

七、参考文献 

1．E．L 麦卡费里. 蒋硕建等译.《高分子化学实验制备》，P148-156 

2．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教研组编.《高分子实验技术》，P279-281 

3．张留城，李佑邦等合编. 《缩合聚合》，P374-386 

4．上海化工学院玻璃钢教研室.《合成树脂》，P270-274 



实验 2  膨胀计测定苯乙烯自由基聚合动力学 

一、实验目的 

1．学会使用膨胀计进行自由基聚合动力学的简单研究； 

2．学会通过对实验条件的改变和控制来测定相关动力学常数； 

3．验证聚合反应速率与单体浓度的动力学关系； 

4．通过测定不同温度下的链增长动力学常数，求得增长活化能。 

二、实验原理 

（1）聚合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对引发剂引发的自由基聚合反应，其增长反应速率具有以下动力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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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链增长反应速率，pR [ ]M 为单体浓度， [ ]I 为引发剂浓度， 、 、 分别

是链增长、链引发和链终止反应速率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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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可知：聚合反应速率与引发剂浓度的平方根成正比，与单体浓度的一次方成

正比；在低转化率阶段，自由基浓度可视为恒定，所以式（1）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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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个具体的反应体系来说，在反应初期，转化率不超过 10％的范围内，K 可认为

是常数，它的大小反映了聚合过程的快慢，也就聚合速率常数。 

对式（3）积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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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起始单体浓度；]0M [ ]tM 为 t时刻的单体浓度。由式（4）可知，如果能够

测得不同时刻的单体浓度，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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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
M 0ln 对作图，假设以上动力学关系式成立，则应得到一

条直线。因此可以验证出聚合速率与单体浓度之间的关系。但是单体浓度如何实时地测定

呢？ 

通过高分子化学的学习，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单体的密度都小于其形成的聚合物在相

同物理条件下（如温度）的密度。随着聚合体系来说，随着聚合反应的进行，体积发生收

缩，而这种收缩是与单体的转化率成正比的。 

一般地，聚合体系的体积收缩量不大时，难以精确地观测到，但是借助膨胀计，我们

可以把这种体积的微小变化反映到一根直径相当小的毛细管中显示出来，观察的灵敏度就

会大大提高。这就是膨胀计测定聚合反应速率动力学的基本原理。 

若用 表示单体转化率，p VΔ 表示收缩的体积， maxVΔ 表示转化率达到 100％时的 大

体积收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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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某个具体 时刻，反应掉的单体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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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单体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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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一定量的单体是一个定值，因此用膨胀计测出不同时间的体积收缩值，即可得

到动力学关系曲线，从而得到某个特定温度下的K 值。 

（2）聚合反应速率活化能的测定 

对于不同温度下的聚合反应，其反应速率常数符合 Arrhenius 方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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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为前置因子，是个常数； EΔ 为聚合反应活化能， R 为热力学常数，T 为反应

温度。 

同样地，根据式（3），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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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和 分别为链增长、链引发和链终止三个基元反应的活化能。 pEΔ pEΔ tEΔ

也即：对式（8）取自然对数，可得： 

RT
EAK Δ

−= lnln                           （10） 

由此可见，改变反应温度，可以得到不同温度下的K 值，然后以 Kln 对
T
1
作图，可以

得到一条直线，其截距为 Aln ，而斜率为
R
EΔ

− 。即可得到该聚合体系在此温度范围内的

聚合反应活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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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仪器与试剂 

膨胀计、精密恒温水浴、碘瓶、秒表、苯乙烯（精制）、偶氮二异丁腈（重结晶）。 

四、实验步骤 

（1）调节精密恒温水浴的温度，使其保持在预定温度，上下偏差不超过 0.1oC； 

（2）在分析天平上精确称取 50mg 偶氮二异丁腈，加入到 100ml 碘瓶中，再于碘瓶中

加入 20g 苯乙烯。轻轻摇晃使引发剂全部溶解于单体中，取此溶液装满膨胀计的下部容器，

再装好上部的毛细管，液柱开始沿毛细管上升，用橡皮筋将两个部分固定住，用滤纸擦去

溢出部分单体。 

（3）膨胀计用夹具固定住，下部容器浸入水浴中。由于热膨胀，毛细管中液柱迅速上

升，当液柱稳定时即达到平衡，记录此时刻的液面高度 h0，随后液面开始下降，表示聚合

已经开始，开始计时，以后每 5 分钟读一次液柱高度 hi，反应 1 小时后，结束读数。 

（4）从恒温水浴中取出膨胀计，把膨胀计内的溶液倒入回收瓶中，用少量甲苯洗涤，

洗涤液也倒入回收瓶中；洗涤三次。毛细管同样也洗涤三次，洗涤也倒入回收瓶，将毛细

管倒置于实验架上，晾干以备下次使用。 

五、实验数据处理 

（1）苯乙烯与聚苯乙烯的密度 

利用膨胀计法，可以测得在 50oC～70oC 的范围内，一定量的苯乙烯单体，其体积对温

度近似具有以下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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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已知 60oC 时苯乙烯的密度为 0.869g/ml，由此可以求得在此温度范围内苯乙烯单

体的密度。 

对于聚苯乙烯，在 50oC～70oC 温度范围内，其密度变化很小，约为 1.0563g/cm3。 

（2）聚合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已知： TM ,ρ 为苯乙烯单体在温度 时的密度，聚苯乙烯在该温度下的密度为

；

T

3
, /0563.1 cmgPTP == ρρ =0h 膨胀计毛细管中液柱的高度； =A 毛细管单体长度的

体积毫升数； 膨胀计的总体积毫升数。 =50V

因为毛细管的 高刻度为 50，所以单体总体积为： 

( ) AhVV ×−−= 0500 50                          （12） 

如果实现 100％转化，则 终所得聚合物体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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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反应进程中，在时刻 t的体积收缩为： 

( ) AhhV i ×−=Δ 0                           （15） 

所以对于此组实验，有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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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小二乘法求出此温度下的K 。 

（3）聚合反应活化能的测定 

在 50oC～70oC 范围选择 4 个不同的温度点，并测定不同温度下的K 值，可以得到一下

数据： 

温度  ( )KT ( )11 −K
T

 反应速率常数K  Kln  

    
    
    

同样地，利用 小二乘法求出此体系聚合反应的活化能。 

注意：安装膨胀计时，单体要充分填满膨胀计，并且不能有气泡；收缩起点 的读取

非常重要。 

0h

六、思考题 

（1） 分别分析求K 和 EΔ 时出现偏差可能的原因。 

（2） 求 EΔ 时所得的截距数值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3） 根据 Arrhenius 方程的假设，反应活化能 EΔ 是个常数。结合物理化学中反应

动力学的知识，分析此假设的局限性。 

七、参考文献 

（1） 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物理化学》第 4 版，2001，高教出版社，北京 

（2） 潘祖仁，《高分子化学》，第 2 版，2000，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 

（3） 张兴英，李齐方，《高分子科学实验》，2004，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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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本次实验所用膨胀计的编号，及其特征常数： 

 

编号 A V50 编号 A V50 

1 0.01198 18.1036 26 0.01019 19.4279 
2 0.01116 18.9420 27 0.01334  
3 0.01388 18.2393 28 0.01214 15.5535 
4 0.01304 16.9570 29 0.01264 17.8269 
5 0.01239 17.7520 30 0.01349 17.4878 

6 0.01256 20.2443 31 0.01448  

7 0.01391 17.7559 32 0.01319 17.1652 

8 0.01208 18.7286 33 0.01309 18.1871 

9 0.01284 19.2580 34 0.01407 17.3350 

10 0.01658 18.9280 35 0.01255 17.2817 

11 0.01184 18.7642 36 0.01064 19.1913 

12 0.01214 19.3023 37 0.01611 19.3272 

13 0.01096 18.7077 38 0.01293 18.7971 

14 0.01271 17.4266 39 0.01087 18.3463 

15 0.01096 16.0663 40 0.01371 18.1781 

16 0.01065 19.2167 48 0.01109 19.0839 

17 0.01355 18.5615 52 0.01080 18.3230 

18 0.01377 17.8601 56 0.01122 18.3131 

19 0.01248 16.3699 59 0.01070 18.5793 

20 0.01272 16.6625 61 0.01346 18.1312 

21 0.01189 19.5048 62 0.01099  

22 0.01163 17.7738 64 0.01030 18.0987 

23 0.01188 19.0595 66 0.01050 17.9923 

24 0.01184 19.6672 70 0.01026 18.6555 

25 0.01259 18.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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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  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一、实验目的 

1．了解乳液聚合的基本原理、基本配方以及乳化剂的作用； 

2．掌握乳液聚合的实验技术。 

二、实验原理 

乳液聚合 简单的配方由单体、水、水溶性引发剂、乳化剂四部分组成。乳液聚合是

单体在含有乳化剂和引发剂的水介质中，在搅拌和乳化剂作用下，分散成乳液状进行的聚

合反应。所用的乳化剂通常为阴离子型的表面活性剂，也可采用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或两

种同时使用。表面活性剂分子的一端为极性的亲水基团,另一端为非极性的亲油基团，当它

在水相中的浓度大于临界胶束浓度时，既形成聚集体—胶束。这时胶束成为聚合的场所，

链的增长、终止都在胶束中进行。所以乳液聚合具有独特的机理并有许多显著的优点。聚

合速率快，低温转化率高，产物分子量大，分子量分布窄，而且有效地排除反应热。乳液

聚合产物可直接用作涂料或粘合剂。乳液聚合是制备高聚物的一种重要方法。对于乳胶漆、

粘合剂、纸张及皮革处理等，可直接采用乳液。本实验所得的产物又称为“白胶漆”，可直接

作为粘合剂使用,用来粘结木材、纸张和织物。 

三、实验仪器及试剂 

电动搅拌马达、调压变压器、封闭式电炉、水浴锅、小天平(100g)、四口烧瓶(2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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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冷凝管、温度计(100 )℃ 、恒压滴液漏斗、氮气导管、N2 气袋、量筒、烧瓶等。醋酸乙

烯酯(C.P.)、聚乙烯醇(C.P.)、OP—10（C.P.）、十二烷基硫酸钠(10％)、过硫酸钾(C.P.)、乙酸

钠(C.P.)、碳酸氢钠(C.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C.P.)。 

四、实验步骤 

1．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恒压滴液漏斗和氮气导管的 250ml 的四口烧

瓶中，加入浓度为 5%聚乙烯醇 50g，再加入 OP—10：1g，10%十二烷基硫酸钠溶液 5g，

搅拌并升温。 

2．当温度升至 72℃时，加入过硫酸钾 0.25g，乙酸钠 0.20g，并开始滴加 13g（约 14ml）

醋酸乙烯酯，滴加时，水浴温度维持在 80℃左右，滴加时间为 60 分钟左右。 

3．滴加完毕后，在回流温度下反应，当反应液温度升至 75℃，且无回流时，滴加 37g

（约 40g）醋酸乙烯酯，滴加速度以使反应温度保持在 80±2℃之间，有适度回流为宜，滴

加时间为 60 分钟左右。 

4．滴加完毕后，在此温度下继续反应约 30 分钟，至基本无回流为止（如回流量较大，

可外加 0.05g 过硫酸钾溶于 2ml 的蒸馏水溶液）。然后在 85℃反应半小时，然后停止加热，

除去水浴，边搅拌边冷却。 

5．当反应温度冷至 50℃时，测 pH 值，用 10%碳酸氢钠若干滴，调节反应物的 pH 在

5～6 之间，加入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5g，搅拌均匀，冷至室温，既得粘稠的聚醋酸乙烯酯乳

液。 

五、注意事项 

1．在滴加第一部分单体时，反应液温度应该控制在 72℃左右，缓慢滴加，不宜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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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部分单体的滴加速度应加以控制，也不宜太快，否则易喷料。 

六、思考题 

1．乳液聚合的基本配方有哪几个部分构成？本实验所采用的原料有哪些？各有什么作

用？ 

2．乳液聚合的优缺点有哪些？常用的乳化剂有哪些？ 

七、参考资料 

1．吴承佩，周彩华，贾方星.《高分子化学实验》 安徽科技出版社。 

2．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组编，《高分子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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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4  苯乙烯-顺丁烯二酸酐的共聚 

及共聚物组成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1．了解共聚合反应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方法； 

2．了解高分子化学反应的特点； 

3．测定苯乙烯-顺丁烯二酸酐共聚物的组成。 

二、实验原理 

1、苯乙烯-顺丁烯二酸酐的共聚 

苯乙烯-顺丁烯二酸酐的共聚反应是以苯为溶剂，偶氮二异丁腈为引发剂进行的溶液聚

合，由于生成的聚合物不溶于溶剂而沉淀析出，因而又称沉淀聚合。 

顺丁烯二酸酐由于结构对称，极化度低，一般不能自聚。但是它能与苯乙烯很好地共

聚，这是因为顺丁烯二酸酐上有强吸电子基，使双键上电子云密度降低，因而具有正电性。

而苯乙烯具有共轭体系的结构，电子的流动性相当大，电子云容易漂移。它们之间会产生

如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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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组成方程为： 

当 r ， 时，这两种单体的均聚倾向都极小，而互相共聚的倾向则很大，

后形成一种交替排列的共聚物，共聚物组成为 F1=1/2。苯乙烯（M1）-顺丁烯二酸酐（M2）

共聚的竞聚率 r1=0.04，r2=0.015，r1· r2=0.006。若两者以 1 1∶ （mol）投料，则得到的是接

近交替共聚的产物。 

01 → 02 →r

2、共聚物组成的测定 

苯乙烯-顺丁烯二酸酐共聚物的测定，是根据共聚物中酸酐的反应。首先，共聚物用过

量的氢氧化钠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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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 NaOH 用 HCl 滴定，这样就可求得共聚物的组成。 

由于共聚物与氢氧化钠的反应是高分子化学反应，它有其自己的特点。如：反应速度

较慢，反应不易完全等。因此，共聚物与 NaOH 能否完全反应，溶解是该实验成败关键之

一。 

三、仪器与试剂 

搅拌器、调压变压器、封闭式电炉、水浴锅、四口烧瓶（250mL）、球形冷凝管、温度

计（100℃）、氮气导管、烧杯、锥形瓶（250mL）、培养皿、氮气袋、酸式滴定管、量筒（100mL）、

移液管（20mL）。 

苯乙烯（C.P）、顺丁烯二酸酐（C.P）、偶氮二异丁腈（A.R）、苯（C.P）、NaOH 溶液

（0.5mol/L）、HCl 溶液（0.5mol/L）、酚酞指示剂。 

四、实验步骤 

1．共聚物的合成： 

a. 在 250mL 四口瓶上装上温度计、搅拌器、球形冷凝管及氮气导管。 

b. 将 100mL 苯、5.9g 顺丁烯二酸酐加入四口瓶中，加热并搅拌。升温至 50℃后，顺酐

全部溶解，冷却至室温。 

c. 加入苯乙烯 6.2g 和偶氮二异丁腈 0.020～0.025g（精确称取），通 N210 分钟，然后加

热至反应温度 75～77℃。 

d. 反应过程中，注意观察现象，在反应物渐渐变稠，搅拌困难时，停止反应（约一小

时），冷却后将产物倒出，用布氏漏斗过滤，滤液倒入回收瓶中。 

e. 将滤瓶置于 1000mL 大烧杯内，用水洗至 pH=7， 后一次用 60℃蒸馏水洗，用布氏



漏斗过滤抽干。将产品置于培养皿中，在真空烘箱中 60℃烘干，称量计算产率。 

2．共聚物组成的测定： 

a. 在两只 250mL 锥形瓶中，分别称入经研细的共聚产物 0.5g（精确至小数点后三位），

用移液管各加入 20mL 0.5mol/L 的 NaOH 溶液。 

b. 在锥形瓶上装上回流冷凝管，在沸水浴上加热反应，待物料完全反应，成无色透明

后，用少量蒸馏水洗冷凝管后，取下锥形瓶。 

c. 样品冷至室温后，加三滴酚酞指示剂，用标准盐酸滴定至无色即为终点。 

d. 平行滴定两个样品，按下式计算共聚物中顺酐的重量百分数，取其平均值。 

10002
06.98 HH

××
⋅−⋅×

共

顺

）（
％＝

W
VNVNW HClHClNaONaO  

五、注意事项 

a) 共聚时，反应瓶应干燥，不能有水。否则，实验易失败。 

b) 沉淀聚合凝胶效应使反应自动加速加剧，在反应过程中，要控制好温度，避免由

于反应放热而引起冲料。 

c) 为提高产率，可在反应后期，将反应温度升至 80℃反应。 

六、思考题 

1．合成苯乙烯-顺丁烯二酸酐共聚物及测定该共聚物组成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2．对所得共聚物的产率及共聚物组成的实验值与计算值进行比较，并请分析原因。 

3．苯乙烯-顺丁烯二酸酐共聚物与氢氧化钠溶液的反应是高分子化学反应，试比较高分

子化学反应与低分子化学反应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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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考文献 

1．南京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高分子化学实验》。 

2．吴承佩、周彩华.《高分子化学实验》，安徽科技出版社。 



实验 5  苯乙烯与二乙烯苯的悬浮共聚 

一、实验目的 

  1．了解和掌握有关悬浮聚合的配方、工艺过程和操作方法； 

  2．学会如何通过悬浮聚合制备颗粒均匀的悬浮共聚物。 

  3．了解悬浮聚合的优劣。 

二、实验原理 

悬浮聚合是制备高分子合成树脂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悬浮聚合中，单体受到强烈的搅拌

分散作用以小液滴的形式悬浮在聚合介质中聚合。每—个悬浮的单体小液滴实际上相当于本

体聚合的小单元。这个小液滴在聚合介质的直接包围之中，所以聚合热可以及时而有效地排

出，同时聚合速率较快，分子量也较高。     

悬浮聚合的分散体系是一种不稳定体系，在液体界面张力作用下，单体液滴之间有相互

凝聚的倾向，同时当转化率达 20％~30％以后，在单体液滴内部巳溶胀一部分高聚物，从而

使液滴变粘，这时液滴之间的碰撞会造成粘结现象(粘块、粘条)，使聚合失败。所以为了保

证悬浮聚合的成功，必须向体系中加入明胶，聚乙烯醇、羟甲基纤维素等—些有机高分子作

为分散剂。这时，分散剂可以降低液体的界面张力，使单体液滴的分散程度更高；也可以增

加聚合介质的粘度，从而阻碍单体液滴之间的碰撞粘结；同时它们还可以在单体的液滴表面

形成保护膜防止液滴的凝聚。有些悬浮聚合为了达到更好的防止粘结的效果，还要加入 Ca、

Mg 的碳酸盐、磷酸盐，这些物质是不溶于水的极细小的无机粉末，它们可以吸附在单体液

滴表面起机械阻隔作用，对防止粘结有特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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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悬浮聚合法制取苯乙烯和二乙烯苯的交联聚合物，该交联共聚物小球，经磺

化或氯甲基化等高分子基因反应，可以制得离子交换树脂，共聚小球颗粒大小受各种反应条

件的影响，尤以搅拌强度和分散剂种类、用量的影响 大，分散剂用量大，搅拌强度高都会

使颗粒变小。 

三、实验仪器与试剂 

电动搅拌器、水浴锅、电炉、调压变压器、四口烧瓶(250mL)、球形冷凝管、温度计(100oC)、

氮气导管、量筒、烧杯、氮气袋等。 

苯乙烯(精制)、过氧化苯甲酰(C.P)、聚苯乙烯－alt－顺丁烯二酸钠盐溶液（2%）、二乙

烯基苯(精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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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步骤 

1．装好实验装置，应注意搅拌与装置的配合，搅拌不得摩擦瓶口，碰击瓶壁，也不能

太低。搅拌的好坏是实验成败的关键之一。 

2．将浓度为 2％的聚苯乙烯—alt—顺丁烯二酸钠盐溶液 7g(约 7mL)，水 ll0mL 加入四

口烧瓶中，搅拌并加热，当温度达 70 oC 时，停止加热，通氮气 5 分钟，再将溶有 0.35~0.40g

过氧化苯甲酰(分析天平称取)的苯乙烯 35g 及二乙烯苯 7mL 缓缓加入烧瓶中，调节搅拌速

度，继续通 N2 5 分钟后，加热至 90 oC。在 90oC 温度下，反应 2 小时后，用吸管取样观察

粒子的形状、硬度，每隔 20 分钟取样—次，若粒子已经变硬，则继续升温至 95oC 强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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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停止加热，除去水浴，在搅拌下，冷却至 50oC 停止搅拌。 

3．将悬浮液从反应瓶中倒入 1000mL 烧杯中，倾去上层液，用自来水和蒸馏水反复洗

涤数次，用布氏漏斗过滤，滤饼移入培养皿中，在 50oC 真空烘箱中干燥 3 小时，称重后计

算产率。 

五、实验注意事项 

1．搅拌速度要适当，太快粒子太细，太慢容易粘结，更不能中途停止。 

2．升温速度尽可能快，但反应温度不宜超过 95oC，否则粒子会软化。 

3．用吸管取样时，应紧贴瓶壁，不要碰到搅拌棒，把吸入的浆液放入盛有清洁水的烧

杯中，观察粒子的沉浮，若能沉到水底，取出用指甲压之以看其软硬程度。 

4．聚苯乙烯-alt-顺丁烯二酸钠盐溶液的制备。 

在 1000mL 三口烧瓶内加入聚苯乙烯—alt－顺丁烯二酸酐共聚物 10.1g，固体氢氧化钠

2.7g，加蒸馏水 582ml，加热搅拌，在 80oC 约 2 小时，待它形成完全无色透明液体即可。 

六、思考题 

1．悬浮聚合的操作关键在哪里？ 

2．悬浮聚合常用的分散剂有哪些？ 

3．要制得合格率高的共聚白球，实验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七、参考文献 

1．L．D．F．麦卡费里、蒋硕建等译.《高分子化学实验室制备》. 

2．南京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高分子化学实验》. 

3．吴承佩、周彩华.《高分子化学实验》.安徽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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