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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改善亲油性的ＰＶＣ基体与亲水性木粉之间的相容性�用甲基丙烯酸与丙烯酸丁酯共聚物 （Ｐ（ＭＡＡ--ｃｏ--
ＢＡ））作为ＰＶＣ--木粉复合材料的相容剂�研究相容剂的用量及木粉的碱预处理对ＰＶＣ--木粉复合体系性能的影响�
并通过ＦＴＩＲ、接触角、ＤＳＣ、ＳＥＭ等手段来表征。ＦＴＩＲ表明：改性后木粉与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发生了化学键合。接
触角分析表明：改性后木粉与ＰＶＣ界面张力下降；Ｐ（ＭＡＡ--ｃｏ--ＢＡ）有利于木粉与 ＰＶＣ界面的改善和相容性的提
高�适量的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可以提高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过量反而降低力学性能；当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用量为木
粉用量的10％时�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提高了70∙9％�冲击强度提高了64∙7％；木粉经碱预处理后再用相容剂处
理能进一步提高ＰＶＣ--木粉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ＤＳＣ表明：改性后木粉与 ＰＶＣ相容性提高。ＳＥＭ表明：木粉改
性后�既改善了在ＰＶＣ基体中的分散性�又提高了两者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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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氯乙烯 （ＰＶＣ）木塑复合材料是一种优良的新
型材料�具有植物纤维和高分子材料两者的诸多优
点�能替代木材�在建材、汽车、包装运输等方面有着
广泛应用�可有效地缓解我国森林资源匮乏、木材供
应紧缺的矛盾。由于天然植物纤维的可再生性、可
被环境消纳性�所以ＰＶＣ木塑复合材料也是一种极
具发展前途的绿色环保材料�其生产技术亦被认为
是一项有生命力的创新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和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已成为目前材料领域的研
究热点之一 ［1--2］。

由于木粉的主要成分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
等含有大量的亲水性基团�所以木粉具有较大的吸
水性�这导致其与ＰＶＣ基体的相容性较差�界面黏
合强度低�在基体中难以均匀分散�从而影响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对木粉
进行处理�增加其与基体树脂的相容性。目前�有用
热 ［3］、放电 ［4］ （如低温等离子处理和电晕处理 ）、蒸
汽爆破 ［5］、碱 ［6］、酯化 ［7--8］、纤维表面接枝共聚 ［9］等
方法处理�但工艺相对复杂且成本较高�在实际生产
中应用不多；另一种较简便的方法是通过添加硅烷
偶联剂 ［10］、聚异氰酸酯类偶联剂 ［11］、马来酸酐接枝
聚合物 ［12］等相容剂。这些方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植物纤维与塑料基体的相容性�促进木粉的分
散�但对加工性能改善不明显�往往需要添加润滑剂
来改善 ＰＶＣ木塑复合材料的加工流动性能。
Ｓｏｍｂａｔｓｏｍｐｏｐ等 ［13］在研究丙烯酸脂类加工助剂对
ＰＶＣ木塑复合材料的影响时发现�虽然甲基丙烯酸
甲酯与丙烯酸丁酯共聚物和甲基丙烯酸甲酯与丙烯

酸乙酯共聚物未能提高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却很
好地提高了其热性能、尺寸稳定性以及加工流动性。
鉴此�本研究用本课题组的专利方法 ［14］合成一种新
型相容剂甲基丙烯酸与丙烯酸丁酯共聚物 （Ｐ
（ＭＡＡ--ｃｏ--ＢＡ））用于 ＰＶＣ木塑复合材料的制备。
该相容剂除具有与 ＰＶＣ良好相容的丙烯酸脂类基

团外�又因引入了可与木粉表面羟基形成化学键合
的丙烯酸�预计其在提高复合材料加工性能及热性
能的同时�还有利于力学性能的提高。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与试剂

ＰＶＣ�ＳＧ--3型�宁夏金昱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粉�粒径≤0∙850
ｍｍ�福建福安；邻苯二甲酸二辛酯、复合热稳定剂、
液体石蜡为市售工业品；丙酮�分析纯�上海实验试
剂有限公司；甲基丙烯酸与丙烯酸丁酯共聚物 （Ｐ
（ＭＡＡ--ｃｏ--ＢＡ））�自制�特性黏度为 49∙60ｍＬ／ｇ�

羧值为4∙35ｍｍｏｌ／ｇ。
1∙2　ＰＶＣ--木粉复合材料的制备

原料木粉 （简称为ＷＦ1）先用15％的ＮａＯＨ溶
液浸泡5ｈ后�用清水洗净并干燥�得到ＮａＯＨ处理
的木粉 （简称为ＷＦ3）。将Ｐ（ＭＡＡ--ｃｏ--ＢＡ）与干燥
的木粉ＷＦ1和ＷＦ3分别在 ＳＨＲ--25Ａ型高速混合
机110℃下混合15ｍｉｎ�得到ＷＦ2和ＷＦ4。将4种
木粉分别与ＰＶＣ及各种助剂在高速混合机中混合

后�在辊温为170℃的 ＳＫ--160Ｂ型开炼机上塑化�
经ＹＸ（Ｏ）--45型热压成型机在180℃、13ＭＰａ模压
制得ＰＶＣ--木粉复合材料�最后在ＣＰＪ--25型冲片机
上制得测试样条。
1∙3　性能测试与分析

1）用承德试验机厂ＬＪ--5000Ｎ型拉力试验机按
ＧＢ／Ｔ1040－2006［15］测定ＰＶＣ--木粉复合材料的拉
伸强度�拉伸速度为10ｍｍ／ｍｉｎ。
2）用承德试验机厂 ＸＣＪ--40型冲击试验机按

ＧＢ／Ｔ1043－1993［16］测定ＰＶＣ--木粉复合材料的冲
击强度。
3）用美国 Ｎｉｃｏｌｅｔ公司 Ａｖａｔａｒ360型红外光谱

仪采用 ＫＢｒ压片法测定处理及未处理木粉的红外

光谱�测试前各种木粉均经过丙酮索氏提取24ｈ。
4）用承德试验机厂 ＪＹ--82型接触角测定仪测

定木粉与各种试剂的接触角。
5）用德国ＮｅｔｚｓｃｈＰＣ200型示差扫描量热分析

仪进行 ＤＳＣ测试�气氛为氮气�升温速率为 10
Ｋ／ｍｉｎ�升温范围为室温～220℃。
6）用中科院仪器厂 ＫＹＫＹ--1000Ｂ型扫描电子

显微镜 （ＳＥＭ）观察经喷金处理的复合材料的冲击
断面。
2　结果与讨论
2∙1　红外光谱分析

图1为木粉改性前后的红外光谱�样品测试前
用丙酮索氏提取以去除未能与木粉产生化学结合的

相容剂。从图1可以看出：ＷＦ1在3415ｃｍ－1左右
有1个宽而强的吸收峰�这主要是由木粉中含有的
羟基多聚体的伸缩振动而产生�2919ｃｍ－1左右为
木粉的甲基、亚甲基中 Ｃ－Ｈ的伸缩振动峰�
1739ｃｍ－1处的肩峰为半纤维素上Ｃ═Ｏ的伸缩振
动 ［17］�1383ｃｍ－1为木粉中脂肪族甲基上的Ｃ－Ｈ变
形振动吸收峰�1161ｃｍ－1为木粉中吡喃环上 Ｃ－
Ｏ－Ｃ的伸缩振动�892ｃｍ－1左右为木粉中β--葡萄
糖甙键的吸收峰 ［18--19］。对比 ＷＦ1与 ＷＦ3�木粉经
碱处理后�其在1739ｃｍ－1处的肩峰消失�说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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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ＯＨ浸泡以后�木粉中的半纤维素、木质素等有一
定 程 度 的 溶 解。对 比 ＷＦ1与 ＷＦ2�经 过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改性的 ＷＦ2除在3415、2919、
1383、892ｃｍ－1等处仍存有较强的木粉特征吸收峰
外�与 ＷＦ1中1739ｃｍ－1附近的肩峰明显不同的
是�该处出现了1个较强的特征吸收峰。显然�该峰
强度的提高可归因于来自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中的
Ｃ═Ｏ伸缩振动吸收峰与半纤维素上 Ｃ═ Ｏ的伸

缩振动吸收峰重叠所致。而且对比ＷＦ3与ＷＦ4发
现�原来因碱洗而在ＷＦ3中消失的1731ｃｍ－1附近
的Ｃ═Ｏ伸缩振动吸收峰在 ＷＦ4中又重新出现。
很明显�这一Ｃ═Ｏ伸缩振动吸收峰强度的变化也
来自于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上 的 Ｃ═ Ｏ。由于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经受住丙酮提取而不被洗脱�说明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与木粉表面形成某种化学键合或
氢键作用�这有利于 ＰＶＣ--木粉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的提高。

图1　不同木粉的ＦＴＩＲ谱图
Ｆｉｇ．1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ｏｄｆｌｏｕｒ

2∙2　接触角分析
通过测定 ＷＦ1、ＷＦ2、ＷＦ3、ＷＦ4与蒸馏水、乙

二醇、苯胺、液体石蜡等不同极性液体的接触角�比
较各种液体的润湿情况�可了解改性前后木粉表面
性质的变化。从表 1可以看出：与 ＷＦ1相比�ＷＦ2
和ＷＦ4与非极性液体 （液体石蜡 ）的接触角略有下
降�说明表面改性对非极性液体在木粉表面的浸润
性影响不大；相比之下�表面处理后与水、乙二醇、苯
胺等极性液体的接触角显著增大�说明木粉表面已
由亲水转为疏水�极性得到降低。而碱洗木粉ＷＦ3
和ＷＦ4的接触角均比相对应的未碱洗的小�这可能
一方面是因为木粉经过碱处理�洗去了果胶、木质素
等碱可溶物�表面会出现更多的孔洞 ［6］�导致样品
表面粗糙度增加�液体在毛细管作用下迅速下渗�使
得测量值偏小；另一方面木粉经过碱处理后暴露出
更多富含极性的纤维素的表面。

通过接触角的数据�可以进一步计算出木粉的

表1　木粉处理前后的接触角
Ｔａｂ．1　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ｌｉｑｕｉｄ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Ｆ（°）
编号 蒸馏水 乙二醇 苯胺 液体石蜡

ＷＦ1 56∙3 15∙2 20∙3 15∙3
ＷＦ2 95∙5 49∙7 31∙7 13∙3
ＷＦ3 38∙3 11∙3 17∙5 10∙3
ＷＦ4 56∙7 45∙3 40∙5 12∙8

表面自由能�研究其表面性质。根据文献 ［20］有：
γｌ（1＋ｃｏｓθ）≈2［（γｄｓγｄｌ）1／2＋（γｈｓγｈｌ）1／2 ］ （1）

式中：γｌ为液体表面张力�θ为接触角�γｄｓ、γｈｓ则分别
为固体表面自由能的色散分量和极性分量�γｄｌ、γｈｌ
分别表示液体表面张力的色散分量和极性分量。据
表1所测接触角和从文献 ［20］查到其相应的 γｌ、
γｈｌ、γｈｌ数据�以γｌ（1＋ｃｏｓθ） ／2（γｄｌ）1／2对 （γｈｌ／γｄｌ）1／2
作图�求出直线的截距 （γｄｓ）1／2和斜率 （γｈｓ）1／2�进一
步可算出γｄｓ、γｈｓ�即可求得各种木粉的表面自由能
γｓ（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ＷＦ3较ＷＦ1表面自
由能略有提高；ＷＦ2较未改性 ＷＦ1的表面自由能
下降了19∙3％�尤其是极性分量γｈｓ大幅度下降；另
外ＷＦ4较未改性 ＷＦ3的表面自由能下降更明显�
下降了22∙4％。证实木粉经过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处
理后�表面极性均降低。

表2　木粉处理前后的表面自由能
Ｔａｂ．2　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ｒｅｅ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Ｆ　ｍＪ·ｍ－2
编号 γｄｓ γｈｓ γｓ
ＷＦ1 27∙5 18∙5 46∙0
ＷＦ2 35∙8 1∙3 37∙1
ＷＦ3 23∙9 29∙3 53∙2
ＷＦ4 22∙9 18∙4 41∙3

　　为进一步研究改性木粉与 ＰＶＣ的相容性以及

它们相界面的黏结力大小�分别通过式 （2） ［21］、（3）
来计算木粉与ＰＶＣ基体的界面张力γ12和相界面的
黏结功Ｗ12�结果见表3。
γ12 ＝ ［ （γｄ1）1／2－（γｄ2）1／2 ］2＋ ［ （γｈ1）1／2－（γｈ2）1／2 ］2

（2）
Ｗ12 ＝2（γｄ1γｄ2）12 ＋2（γｈ1γｈ2）12 （3）
式中：γ12、Ｗ12为两种相互接触材料1、2之间的界
面张力和相界面黏结功�γｄ、γｈ分别为材料表面自
由能的色散分量和极性分量。

从表3可以看出：与 ＷＦ1相比�ＷＦ3与 ＰＶＣ
的界面张力明显上升；但ＷＦ2、ＷＦ4与ＰＶＣ之间的
界面张力分别比相应的 ＷＦ1、ＷＦ3与 ＰＶＣ之间的
界面张力显著下降�其中以 ＷＦ2与 ＰＶＣ的界面张
力下降最为显著。这再次表明改性后木粉与 ＰＶＣ
的相容性得到提高�说明改性木粉在基体树脂ＰＶＣ
中的分散性得到提高�这有利于木塑复合材料力学
性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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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处理前后木粉与ＰＶＣ的界面张力和黏附功
Ｔａｂ．3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ｍＪ·ｍ－2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ＶＣ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Ｆ

编号 γｄ12 γｈ12 γ12 Ｗ12
ＰＶＣ--ＷＦ1 1∙2 9∙5 10∙7 76∙9
ＰＶＣ--ＷＦ2 0∙1 0∙008 0∙1 78∙5
ＰＶＣ--ＷＦ3 2∙1 17∙6 19∙7 75∙1
ＰＶＣ--ＷＦ4 2∙4 9∙4 11∙8 71∙0

　　黏附功是为了使互相接触的两相物质分离而形

成新表面所作的功�是表征润湿在固体表面的液体
在固体表面黏附牢固程度的量。黏附功越大�说明
两相结合越牢固�复合材料抗拉强度也大。从表 3
可以看出：ＷＦ2与ＰＶＣ的黏附功最大。这说明木粉
经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处理后与ＰＶＣ之间的两相结合
牢固�复合材料强度将增大；同时由于其间的界面张
力很小�说明改性后木粉在ＰＶＣ基体中的分散性能
很好�有利于提高两相间总的接触面积�最终所得复
合材料的强度增大。ＷＦ4与 ＰＶＣ的黏附功仅为
71∙0ｍＪ／ｍ2�但其与ＰＶＣ形成的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最好。这主要是因为黏附功并不是影响复合材料

强度的唯一因素�还必须同时考虑到表面自由能及
其分量、界面张力、填充料的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才能
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木粉经过碱处理�洗去了果
胶、木质素等碱可溶物�表面会出现更多的孔洞 ［6］�导
致样品表面粗糙度增加�再经Ｐ（ＭＡＡ--ｃｏ--ＢＡ）改性
后分散性得到提高�从而增加了木粉与ＰＶＣ基体的
机械咬合力�所以复合材料表现出更好的力学性能。

另外�将改性前后的木粉分别投入水中�可观察
到未改性的木粉很快分散在水中�而改性后的却漂浮
在水面上�这也从侧面上说明了木粉表面接枝上了Ｐ
（ＭＡＡ--ｃｏ--ＢＡ）后�木粉的表面性质发生了改变。
2∙3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分析

图2是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用量对 ＰＶＣ--木粉复
合材料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和冲击强度的影响。
从图2ａ可以看出：未添加相容剂Ｐ（ＭＡＡ--ｃｏ--ＢＡ）
时�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较低；随着Ｐ（ＭＡＡ--ｃｏ--ＢＡ）
添加�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出现先提高后降低的变化
规律；当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用量为木粉用量的10％
时�拉伸强度达到31∙08ＭＰａ�提高了70∙6％。

图2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用量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2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ＭＡＡ--ｃｏ--Ｂ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注：ｍ（ＰＶＣ）∶ｍ（ＷＦ4）＝100∶20。
　　从图 2ｂ可以看出：与拉伸强度一样�随着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的添加�复合材料的断裂伸长率由
14％上升到22％；当添加量超过10％后�断裂伸长
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大于未添加体系的值。

从图2ｃ可以看出：与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相
似�冲击强度也在添加量为10％的时候达到最大
值；随着添加量的继续增大�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
下降。

可见�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与 Ｐ（ＭＡＡ--ｃｏ--
ＢＡ）用量有密切关系。究其原因是：Ｐ（ＭＡＡ--ｃｏ--
ＢＡ）中的－ＣＯＯＨ可与木粉上的－ＯＨ反应而牢固
地结合在木粉表面�故随着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用量
的增多�木纤维中越多的－ＯＨ被反应�改变了木粉
表面因具有多羟基而极性过大的性质；另外 Ｐ
（ＭＡＡ--ｃｏ--ＢＡ）分子中的 ＰＢＡ链段与 ＰＶＣ的相容

性极好�因此随着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用量的增多�复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逐渐提高。当Ｐ（ＭＡＡ--ｃｏ--ＢＡ）
用量过多时�木粉表面会覆盖过量的 Ｐ（ＭＡＡ--ｃｏ--
ＢＡ）分子�由于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的相对分子量较小
（特性黏度为 49∙60ｍＬ／ｇ）�多余的 Ｐ（ＭＡＡ--ｃｏ--
ＢＡ）形成的弱界面层将导致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下
降；另外�Ｐ（ＭＡＡ--ｃｏ--ＢＡ）中酯基链段对ＰＶＣ具有
较好的增塑作用�减小了 ＰＶＣ分子链之间的作用
力�从而使复合材料强度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木粉经过15％的ＮａＯＨ预处
理后、再用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处理的复合材料的各
项力学性能均进一步提高。木粉经ＮａＯＨ溶液浸泡
后�其中的果胶、木质素、半纤维素等被洗脱�使得纤
维素束变得蓬松�并增加了木粉的表面粗糙度 ［6］�
提高了与ＰＶＣ基体的有效接触面积和界面嵌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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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Ｐ（ＭＡＡ--ｃｏ--ＢＡ）更容易与之结合�因此碱预处
理木粉可以提高复合材料的性能。
2∙4　复合材料的ＤＳＣ分析

从图 3中可以看出：3种木塑复合材料均在
30～50℃之间分别出现1个较大的吸热峰�这是复
合材料中木粉的物理吸附水解吸所致 ［22］。ＰＶＣ--
ＷＦ1、ＰＶＣ--ＷＦ2和 ＰＶＣ--ＷＦ4的解吸温度分别为
47∙2、39∙2和31∙6℃�这表明木粉经过处理以后更
容易解吸吸附水。因为经过处理以后�木粉的性质
从亲水性向疏水性转变�与水的结合能力下降�所以
在较低的温度下就开始解吸吸附水。这也从侧面证
明了木粉经过处理以后表面性质发生了改变。
ＰＶＣ--ＷＦ1、ＰＶＣ--ＷＦ2和ＰＶＣ--ＷＦ4中ＰＶＣ基体的
玻璃化转变温度分别为76∙2、75∙1和74∙3℃。经

图3　不同复合材料的ＤＳＣ曲线
Ｆｉｇ．3　ＤＳＣ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过处理以后复合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这是
因为：ＰＶＣ分子中的氯原子可与木粉表面的羟基形
成氢键作用�使得ＰＶＣ分子链刚性变强；而木粉用
相容剂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处理后�ＰＭＡＡ链段中的
羧基与木粉表面羟基发生反应�且ＰＢＡ链段与ＰＶＣ
基体相容�从而隔绝了氯原子与木粉表面羟基的作
用�使得ＰＶＣ分子链的运动能力变强�刚性下降；而
经过双重处理以后�Ｐ（ＭＡＡ--ｃｏ--ＢＡ）更容易与木粉
反应�因此复合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进一步降低�
木粉与ＰＶＣ基体的相容性提高。
2∙5　复合材料的ＳＥＭ分析

从图4ａ可见：ＰＶＣ--ＷＦ1复合材料中�木粉不
能很好的分散�存在着木粉局部过分集中的现象�复
合材料两相界面明显且有空洞存在。这说明木粉与
基体树脂间黏接较弱�在断裂过程中�木粉很容易从
基体树脂中拔出�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差。然而木
粉经过10％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处理 （见图4ｂ）的复
合材料�木粉在ＰＶＣ基体中分散得比较均匀�无局
部过分集中现象�而且木粉粒子断裂�ＰＶＣ基体发
生拉丝现象�复合材料的界面空隙也比较小。从图
4ｃ可见：木粉经过碱与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双重处理以
后�木粉粒子与基体树脂的界面变得更加模糊�空隙
很少。这说明相容剂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木粉与基
体树脂的相容性�另一方面使木粉在基体中有良好分
散；碱预处理能够增强木粉与基体树脂的界面黏接。
因此在宏观上表现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提高。

图4　不同复合材料的ＳＥＭ图片
Ｆｉｇ．4　ＳＥＭｐｈｏｔｏ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3　结　　论
ＦＴＩＲ结果证实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可与木粉或碱

处理木粉发生化学键合；接触角分析表明木粉经 Ｐ
（ＭＡＡ--ｃｏ--ＢＡ）处理后表面极性降低�与ＰＶＣ基体
的界面张力显著下降�所以 Ｐ（ＭＡＡ--ｃｏ--ＢＡ）可以
在ＰＶＣ--木粉复合材料中起到相容剂的作用�改善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随着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用量

的增加�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出现先提高后降低的
变化规律。当Ｐ（ＭＡＡ--ｃｏ--ＢＡ）用量为木粉用量的
10％时�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和冲击强
度均达到最大值。采用ＮａＯＨ预处理木粉后再用Ｐ
（ＭＡＡ--ｃｏ--ＢＡ）处理�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进一步
提高。ＤＳＣ结果进一步证明�木粉经 Ｐ（ＭＡＡ--ｃｏ--
ＢＡ）处理�与ＰＶＣ基体相容性提高。ＳＥＭ观察结果
显示�木粉在ＰＶＣ基体中的分散性和相容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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