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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接触角法确定偶联剂的最佳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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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键词 1 测接触角法 偶联剂的最佳用遥 表面能及其分登 填充聚烯烃

硅灰石

偶联剂是一类能在无机
』

填料和聚合物基材之间形成
“

分子桥
” 、

改善两者之间相容性或提

高两者之间相互作用能力的化合物
%

将经偶联剂改性的无机填料填充到聚合物中可以制得成

本低
、

性能好的复合材料2#,3 ∗
。

田 于偶联剂用量多少将对复合材料的性能产生较大影响 )45
,

因此

建立
‘

一种准礁
%

简便地确定偶联剂最佳用量的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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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采 9月测接触角法间接测算出云母的表面能 1
1

及其色散分量 汀和极性分量 才
。

本下作首次采用测接触角法研究了不同用量钦酸酌偶联剂 ∃ : 6一. ∗ −; 厂 <一= 一>? ; ; ≅

二

心= 7 −Α Β Χ0 ΔΑ Β ΧΑ Β Α? −−Ε Β Χ0 ΔΑ Β 0对硅次石的 1 ,

及其诊和
、

才的影响关系
。

从中发现随

着 ∃ : 6一.∗ 用量增加
,

,
、

逐渐减少
,

但表面能的色散分数 Φ 1−Γ 梦
二 1彗Η −,笋君00却逐渐增大

。

当 ∃ : &一.∗ 达到某
 一用址时

,

Φ 梦达到极大值
。

再增加 ∃ : &  −0< 用量 Φ 彗又逐渐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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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灰石的总表面能及色散

分数与 1 − . ! 2 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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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 1 − . 一创 用童较少时
,

偶联剂的

极性部分指向硅灰石的表面
,

饱和碳链

伸向空间
,

虽然 下Φ

下降
,

但
‘

大幅度减少

的是 谓
,

而 8 了还有可能增大
。

当偶联剂

单分 子层包覆硅灰石时
,

8 梦达到最大

值
。

再增加 1 − . 一  # 的用量
,

多余的偶

联剂反 向排列
,

其极性部分指 向空 间
,

故 8 梦逐又减小
。

对 比不同 1 − Χ一 # 用
一

量

对硅灰石填充聚烯烃力学性能的影响情

况时发现使 8 梦达到极大值的 1 − Χ一 #用

量可以最大幅度地提高填充聚烯烃的力

学性能
∃

因此
一

可以把使 8 梦达到极大位时

的偶联剂用量作 为在涡联剂
一

与聚合物界

而
Γ

Η以物理 作用 为主的谧=
Φ

极性
、

星化学

惰性的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所需偶联剂的

最佳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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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测接触角法能够测算出 人
、

诸和 才
,

和常用的粘度法
、

光谱法或 比表面测定法相

比
,

可以更加准确地确定偶联剂的最佳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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