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书】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精品资料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 页 共 440 页 

 

【初试】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1．附赠重点名校：高分子物理 2011-2013、2015-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

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二、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6 高分子物理考研资料 

2．《高分子物理》考研相关资料 

（1）《高分子物理》[笔记+课件+提纲] 

①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之《高分子物理》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之《高分子物理》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 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之《高分子物理》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高分子物理》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核心题库之问答题精编。 

②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核心题库之计算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高分子物理》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3．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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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4．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初试参考书 

《高分子物理》第三版，何曼君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材料与化工学院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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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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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 高分子物理考研核心笔记 

 

《高分子物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高分子及其应用 

考点：高分子发展史 

考点：高分子物理研究对象及其内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人类的文明史材料的发展史 

 

 

 

1.高分子及其应用 

（1）高分子（macromolecule、polymer） 

由许多结构相同的单元通过共价键重复连接而成的相对分子量很大的化合物 

天然高分子 

①合成高分子：塑料、橡胶、纤维、胶粘剂、涂料、功能高分子等 

高分子材料具有基本性质：比重小，比强度高，韧性、可塑性，高弹性、耐磨性，绝缘性，耐腐蚀性，

抗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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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用 

农业用塑料：薄膜（透光性、强度、耐老化性）②灌溉用管 

建筑工业：给排水管 PVC、HDPE 

塑料门窗：配方、制品设计、加工工艺（挤出温度，螺杆转速，剪切力） 

涂料油漆：强度，溶解性。 

复合地板:家具（人造木材），壁纸，地板革 

PVC 天花板 

包装工业：塑料薄膜：PE、PP、PS、PET、PA 等 

中空容器：PET、PE、PP 等 

泡沫塑料：PE、PU 等 

汽车工业：塑料件、仪表盘、保险机、油箱内饰件、坐垫等 

军工工业：固体燃料、低聚物、复合纤维等质轻（飞机和火箭） 

电气工业：绝缘材料（导热性、电阻率）等、导电主分子 

电子：通讯光纤、电缆、电线等，光盘、手机、电话 

家用电器：外壳、内胆（电视、电脑、空调）等 

医疗卫生中的应用：人工心脏、人工脏器、人工肾（PU）、人工肌肉、（智能型凝胶）输液管、血袋、

注射器、可溶缝合浅药物释放。 

防腐工程：耐腐蚀性，防腐结构材料。 

（水管阀门）PTFE：230～260℃长期工作，适合温度高腐蚀严重的产品。 

高分子材料的消耗率 

 

②功能高分子 Functional Polymer 

液晶高分子:降解高分子聚二氧化碳树脂、Kevlar 纤维 

导电高分子:电致发光高分子聚苯胺、塑料电池 

医用高分子：人工心脏、脏器、人工肾（PU）、人工肌肉高吸水性树脂 

智能高分子：汽车的抗磨损涂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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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在 IT 的应用：聚合物发光二极管(OLED)柔性显示器、塑料芯片等 

高分子物理是高分子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它以物理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

分子化学等课程为基础，又为后续课程聚合物合成工艺学、聚合物加工原理、高分子分子设计等打下理论

基础。 

 

2.高分子的发展史 

（1）蒙昧期 

汉朝造纸术发明 

15 世纪美洲玛雅人用天然橡胶做容器，雨具等生活用品 

1839 年美国人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发现天然橡胶与硫磺共热后明显地改变了性能，使它从硬度

较低、遇热发粘软化、遇冷发脆断裂的不实用的性质，变为富有弹性、可塑性的材料 

1869 年美国的海厄特(JohnWesleyHyatt,1837-1920)把硝化纤维、樟脑和乙醇的混合物在高压下共热，

制造出了第一种人工合成塑料“赛璐珞”(cellulose) 

萌芽期 

1887 年 Count Hilairede Chardonnet 用硝化纤维素的溶液进行纺丝，制得了第一种人造丝。 

1893 年 Fischer 将氨基酸逐个连接成多肽，制备了聚合度为 30 的单分散多肽 

1909 年美国人贝克兰德(Leo Baekeland)用苯酚与甲醛反应制造出第一种完全人工合成的塑料--酚醛树

酯。 

1920 年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发表了"关于聚合反应"(Uber Polymerization)的论文提出：高分子

物质是由具有相同化学结构的单体经过化学反应(聚合)，通过化学键连接在一起的大分子化合物，高分子

或聚合物一词即源于此。 

（2）争鸣期 

1926 年瑞典化学家斯维德贝格等人设计出一种超离心机，用它测量出蛋白质的分子量：证明高分子的

分子量的确是从几万到几百万。 

926 年美国化学家 Waldo Semon 合成了聚氯乙烯，并于 1927 年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1930 年聚苯乙烯(PS)发明 

1932 年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总结了自己的大分子理论，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高分子有机化

合物》，成为高分子化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建立的标志 

（3）发展期 

1935 年杜邦公司基础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部的卡罗瑟斯(WallaceH.Carothers，1896-1937)合成出聚酰胺

66，即尼龙。尼龙在 1938 年实现工业化生产 

1936 年德国人用金属钠作为催化剂，用丁二烯合成出丁钠橡胶和丁苯橡胶 

1940 年英国人温费尔德(T.R.Whinfield,1901-1966)合成出聚酯纤维(PET) 

1940 年 PeterDebye 发明了通过光散射测定高分子物质分子量的方法 

1948 年 PaulFlory 建立了高分子长链结构的数学理论 

1950年德国人齐格勒(KarlZiegler)与意大利人纳塔(GiulioNatta)分别用金属络合催化剂合成了聚乙烯与

聚丙烯。 

1955 年美国人利用齐格勒-纳塔催化剂聚合异戊二烯，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构与天然橡胶基本一

样的合成天然橡胶。 

1971 年 S.LWolek 发明可耐 300oC 高温的 Kevlar 纤维。 

20 世纪 20 年代 staudinger 首次提出高分子概念 

40 年代形成高分子物理理论 

50 年代出现高分子工程：聚合反应工程、成型加工 

（4）60 年代高分子工业大发展时期： 

通用塑料：PE、PP、PVC、PS(80%)PFUF、PU、UP 

工程塑料：ABS、PA、PC、PPO、POM、PBT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1 页 共 440 页 

合成纤维：PET、PAN、PP、PVA、nylon 

合成橡胶：SBR、NR、顺丁橡胶、丁基橡胶、丁腈橡胶 

（5）70 年代 

(-SN-)-超导性发现； 

铁电液晶的合成 

聚乙炔膜合成方法及高导电性发现 

感光材料 PVK-TNF 用于复印技术 

塑料光纤应用 

（6）80 年代 

液晶显示器商品化 

压电高分子用于传感器 

分离膜技术进步 

人工器官临床应用 

铁电液晶空间光调制器 

近十年高分子的发展方向： 

高性能化、高功能化、精细化、智能化、复合化 

在高分子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上许多科学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1953Hermann Staudinger(1881-1965) 

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1881 年 3 月 23 日生于德国的沃尔姆斯(Worms)，

1965 年 8 月 8 日在弗赖堡(Freiburg)逝世，终年 84 岁。他是 1953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1947 年，他

编辑出版了《高分子化学》杂志，形象地描绘了高分子(Macromolecules)存在的形式。从此，他把“高分子”

这个概念引进科学领域，并确立了高分子溶液的粘度与分子量之间的关系，创立了确定分子量的粘度的理

论(后来被称为施陶丁格尔定律)。他的科研成就对当时的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工业的蓬勃发展起

了积极作用。由于他对高分子科学的杰出贡献，1953 年,他以 72 岁高龄，走上了诺贝尔奖金的领奖台 

WallaceCarothers（1896–1937） 

尼龙、氯丁橡胶的发明者 

1930 发明氯丁橡胶 

1934-1935 发明尼龙 

1936mem ber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A（the first indust rialscientist） 

1940 年、1946 年尼龙丝袜革命（限购！一人一双！） 

（7）我国从 50 年代才开始研究高分子我们的先驱： 

王葆仁(1907.1.20～1986.9.12）：中国最早从事高分子科学研究的化学家之一。50 年代开始研究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聚已内酰胺和有机硅高分子 

冯新德——自由基聚合 

徐僖——塑料加工 

钱保功——橡胶合成（顺丁橡胶） 

唐敖庆——高分子统计理论 

钱人元——高分子溶液理论及粘度的测定 

（我国与高分子领域的中科院院士：钱保功、何炳林、王佛松，沈之荃、程镕时、黄葆同、白春礼、

周其凤、曹镛、吴奇、颜德岳、杨玉良、江明、张希、唐本忠等） 

（8）国内高分子强校 

第一梯队：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中科院化学所 

第二梯队：华南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东华大学、宁波材料所

等 

第三梯队：其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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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 高分子物理考研辅导课件 

 

《高分子物理学》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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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 高分子物理考研复习提纲 

 

《高分子物理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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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 高分子物理考研核心题库 

 

《高分子物理》考研核心题库之问答题精编 

 

1． 列举三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黏弹模型不能用来说明结晶聚合物的行为。 

 

【答案】因为结晶型聚合物的黏弹性是很复杂的，因三点理由不服从理论解释。 

a.无定形聚合物是各向同性的，也就是意味着为描述剪切应力而建立的模型也正好能用于描述拉伸应

力。然而，结晶聚合物不是各向同性的，所以任何模型的应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b.无定形聚合物是均相的，因此所加的应力能均匀分布到整个体系。在结晶聚合物中，大量的结晶束

缚在一起，这种束缚使得出现较大的应力集中。 

c.结晶聚合物是不同结晶度的区域的混合物，当施加应力到结晶聚合物时，这些不同的区域的大小及

分布随结晶的熔化和生长会发生连续变化。也就是说，任何力学模型都必须考虑在结晶聚合物中这些连续

的变化。 

2． 下面分别是 PMMA 和 PE单轴拉伸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 

（1）请判断哪一条属于 PMMA,哪一条属于 PE? 

（2）请说明图 a或图 b中 A,Y,B各点分别是什么点，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3）说明图 a和图 b 两曲线的异同点。（豆丁华研ㅡ电子书） 

 

 

 

【答案】（1）图 a为 PE,图 b为 PMMA,因为 PE 为结晶聚合物，PMMA为非晶态高聚物。 

（2）A点为聚合物的弹性极限，Y为屈服点，B 为断裂点。 

在 A 点之前去除外力后，试样将立刻完全恢复原状，表现胡克弹性体行为；Y 点为材料由脆性断裂向

韧性断裂的转变点，材料屈服后出现了较大的应变；B 点为材料断裂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值，可判定材

料的强弱。 

（3）图 a和图 b为典型的晶态和非晶态高聚物的应力-应变曲线。 

相同点：都经历弹性形变、屈服成颈、强迫高弹形变、应变硬化等阶段，断裂前的形变在室温时都不

能自发回复，加热后都能回复原状。 

不同点：它们被冷拉的范围不同，PE 为 ，PMMA 为 。PMMA 拉伸过程中只发生分子链的

取向，不发生相变；PE拉伸过程中包含结晶的破坏、取向和再结晶等过程。青岛掌д心博阅电子书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14 页 共 440 页 

3． 解释下图中的两种共混高聚物的动态力学性能。 

 

图  高聚物的动态力学性能 

 

【答案】有很好的相容性。由于形成均相体系所以只有一个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1）两者

的结构相似（2） ， 。B.不完全相容。由于发生亚微观相分离，形成两相体系，

两相有相对的独立性，各自有一个 。该共聚物是高抗冲 PS。 

4． 下图为含硫量不同的几种硫化橡胶的介电损耗曲线，试解释：（1）含硫量不同 ，则介

电损耗峰值 不同；（2）含硫量不同，所出现 的温度（ ）也不同。 

 

【答案】（1）不同 时，聚合物的偶极基团浓度不同，因而电极化产生的介电损 耗也不同；（2）

不同 时，聚合物的本体黏度不同，故松弛时间（ ）也不同。 

 

图  不同含硫量的硫化橡胶的介电损耗 

5． 写出五种聚合物表面改性技术的原理及应用。 

 

【答案】聚合物表面由于表面能低、表面被污染以及存在弱边界层等，常常难以湿润和粘结。表面改

性就是为了改变其表面化学组成，增加表面能，改变晶态及表面形貌，除去污物，增强弱边界层，从而提

高表面的湿润性和粘结等性能。聚合物表面改性的方法有多种，这些方法一般只引起 表面

层的物理或化学变化，不影响其整体的性质。 

（1）化学改性 

①含氟聚合物：此类聚合物如聚四氟乙烯（PTFE）等具有优良的耐热性、化学稳定性、电性能以及抗

水气的穿透性，所以在化学、电子工业和某些医用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其缺点为湿润性低和难

粘性。为了提高其表面能，可以对表面进行化学改性。通常是用钠荼四氢呋喃溶液来处理。例如，处理后

的 Teflon 与环氧粘结剂粘接，拉剪强度可达 7.7〜14MPa。该法的缺点是：处理件表面发黑，影响有色导

线的着色；处理件表面电阻在高湿条件下略有下降；处理过的黑色表面在阳光下长时间照射，粘结性能降

低。 

②聚烷烯烃：聚乙烯和聚丙烯等表面能低，化学改性方法是用铭酸液氧化处理或用过硫酸铵的氧化处

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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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聚酯和聚醚：这类聚合物的表面能低，吸湿性差，常常需要进行表面处理。例如，用胺和碱来处理

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和聚碳酸酯；用铭酸处理聚苯醚等。 

④橡胶：丁苯橡胶和丁腈橡胶通常不好粘结，化学改性的方法如下：先将橡胶表面用甲醇擦洗，然后

用细的金刚砂布打磨，再放在浓硫酸中浸泡 4〜8min（室温）；取出用水洗之，再放入 20%的氢氧化钠水溶

液中浸泡 5〜10min；取出用水冲洗，烘干，在橡胶柔软的表面上可出现一层坚硬的环化表皮。 

（2）光化学改性 

紫外光照射聚合物表面，能引起化学变化改善其湿润性和粘结性。例如，用 的紫外线在大气中

照射聚乙烯能使其表面发生交联，粘结的搭接剪切强度由原来的 1.75MPa提高到 15.4MPa。 

（3）表面接枝改性 

聚合物表面上的接枝点可由等离子体、紫外光或化学试剂等方法来产生。具体方法是预先照射聚合物

表面，然后把它放在单体中让它接枝；也可同时照射聚合物和单体。另一种方法是用化学方法产生接枝点。

例如，用 K-NH₃溶液处理聚四氟乙烯，产生 C=C双键，在其上面可接枝乙烯基单体，使其变成非凝血的。 

（4）辐射改性 

通过辐照使材料表面发生交联，可提高其使用温度，改善力学性能。例如 F-30熔点较低（200〜250°C），

在 200°C 使用时力学性能很差。可以通过在玻璃化转变温度以上进行辐照，使辐照裂解为主导的效应变

成以辐照交联为主导的效应。即在 150°C用 射线辐照 ，则 F-30在 200°C时的断裂

强度由 3.0MPa提高到 7.9MPa，延伸率由 50%提高到 162%，使用温度达到了 200°C。 

（5）等离子体表面改性 

低温等离子体改性是近些年来发展得较快的方法。因为该法操作简单安全又不造成环境污染，而且，

被处理的表面只在 范围内的薄层起物理或化学变化，不影响材料的本体性能。 

低温等离子体是非热力学平衡等离子体。通常含有六种类型的“基本粒子”：电子、正离子（原子或

分子的）、负离子（原子或分子的）、激发态原子或分子、基态能级的原子或分子、光子。 

等离子体表面处理是在等离子状态下，非聚合性气体对聚合物材料表面作用的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

非聚合物气体包括反应性气体和非反应性气体，它们对聚合物材料表面作用的机理也不相同。 

①反应性气体：氧、氮是等离子体中最常用的反应性气体。聚合物材料在反应性气体的等离子体作用

下，材料表面结构发生变化，而且由于 和 的化学活性，可直接结合到大分子链上，从而改变了聚合

物材料表面的化学组成。 

例如，聚合物材料在含氧等离子体作用下发生氧化反应（包括与原子氧反应、与分子氧反应以及与过

氧化自由基反应）。等离子体表面氧化是在反应过程中生成大量的自由基，并借助于自由基进行连锁反应。

这样的连锁反应不仅引入了大量的含氧基团，如羧基、羰基及羟基，而且由于氧对材料表面的氧化分解起

到了刻蚀的作用。对于不同的材料，引入的基团数目和形式也不同。此外， 、CO、 及其他含氧

的气体在等离子状态下也可以分解为原子氧，同样具有氧等离子体的作用。 

氮等离子体中有 N、 、 、 （亚稳态）、 、 等活性粒子参与反应，一部分则与材料表

面形成自由基或与不饱和基反应而结合到大分子链上。同样， 也有类似的作用。 在等离子体状

态下分解成自由基，进而与大分子的自由基发生反应。 

除 和 以外，F 等离子体也具有较高的反应性，能很迅速地使聚烯烷表面氟化，降低了表面自由

能。 

上述反应式举例如下： 

 

 

 

又如： 

 

 

②非反应性气体：Ar、He 和 等是非反应性气体。这些气体的原子不直接进入到聚合物材料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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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子链中，但由于非反应性气体等离子体中高能粒子轰击材料表面时传递能量，使材料表面产生大量自

由基，在材料表面形成交联结构即形成一层薄薄的致密的交联层。这样，不仅改变了材料的表面自由能，

增强了弱边界层强度，而且还可以减少聚合物内部低分子物质（如增塑剂、抗氧剂等）的渗出。此技术通

常称为 CASING（cross-linked by activated species of inert gasses）技术。 

当聚合物材料表面用惰性气体的等离子体进行处理时，如果被处理的聚合物材料本身含有氧，则由大

分子断裂分解而形成大分子碎片进入等离子体内，进而形成活性的氧，其效果与等离子氧处理效果相当。

如果材料本身不含氧，用惰性等离子体处理后新生的自由基（半衰期可达 2〜3d）能与空气中氧发生作用，

导致氧结合到大分子链上。所以，非反应性气体等离子体处理含氧的聚合物材料表面时，将出现交联、刻

蚀、引入极性基团三者的竞争反应；对于不含氧的聚合物材料，只是处理后与空气中的氧作用而引进极性

基团。 

6． 什么是溶度参数 ？聚合物的 怎样测定？根据热力学原理解释非极性聚合物为什么能够溶解在

与其 相近的溶剂中。 

 

【答案】（1）溶度参数是内聚能密度的开方，它反映聚合物分子间作用力的大小。（2）由于聚合物

不能汽化，不能通过测汽化热来计算 0 聚合物的 常用溶胀度法、浊度法和黏度法测定。（3）溶解自发

进行的条件是：混合自由能 ， 。对于非极性聚合物，一般 （吸热），

所以只有当 时才能使 。（豆丁华研ш电╬子书） 

因为 ，所以 越小越好。 ，所以 越小越好，即 与 越接近

越好。 

7． 现有一超高分子量的聚乙烯试样，欲采用 SEC方法测定其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试问： 

（1）能否选用 SEC法的常用溶剂 THF?如果不行，应该选择何种溶剂？ 

（2）常温下能进行测定吗？为什么？ 

（3）如何计算该试样的数均分子量、重均分子量和黏均分子量。 

 

【答案】（1）不能选择 SEC法的常用溶剂 THF，应该选择邻二氯苯作溶剂。 

（2）不能在常温下进行测定，因为 PE试样为晶态聚合物，熔点高，晶体部分熔融后才能溶于溶剂中，

故必须在高温条件下测定，即需选用高温 SEC仪。 

（3）先测出 SEC谱图。如果检测器为示差折光仪，则谱图纵坐标为洗提液和纯溶剂的折光指数差 ，

横坐标为淋洗体积 ，再借助于 PS标样得到的普适校正曲线 ，将谱图中淋洗体积换算成分子

量，最后按以下公式计算试样的 、 和 。 

在谱图上每隔相等的淋洗体积读出谱线与基线的高度 H，此高度正比于聚合物溶液淋出级分的浓度，

在这区间内淋出聚合物的质量分数为 

  （1） 

再从普适校正曲线上读出淋洗体积 对应的流体力学体积 ，利用 ，

，即可由标定试样的 计算被测试样的 。 

计算相对分子量的公式如下： 

  （2）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76 页 共 440 页 

 

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中原工学院 816高分子物理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高分子物理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问答题 

1． 提出测量两种聚乙烯样品球晶结构的合适方法。已知一个样品具有较大的球晶结构，另一个样品则有

非常小的球晶结构。 

【答案】通过溶液铸膜法或熔融热压法制备样品薄膜（厚度＜ ）。尽量制取较大样品，直径大约

为 5〜10mm。含有较大球晶的聚合物可以通过偏光显微镜观察，插入滤光片，可以获得球晶的光学信息。

小尺寸球晶的样品不用偏光显微镜来评价，最好用小角激光光散射法来评价。前一种测试方法中，样品膜

放置在偏光显微镜的正交偏振片之间，通过使用 Bertrand 镜头集中在物体的后焦面上。球晶直径可通过

显现的四叶瓣散射图形进行计算。 

 

表----OIT与温度的函数关系（可以从活化能数据计算） 

 

2． 已知聚苯乙烯-环己烷体系(I)的 温度为 34X3，聚苯乙烯-甲苯体系(II)的 温度低于 34C，假定于 401

在此两种溶剂中分别测定同一聚苯乙烯试样的渗透压与黏度，问两种体系的 ， ， 和［ ］， ，

， 的大小顺序如何？问两种体系、两种方法所得试样的相对分子质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答案】由于 PS-甲苯体系的 温度更低，可见甲苯是较良的溶剂。根据以下原理： 

（1）良溶剂中，高分子链由于溶剂化作用而扩张，高分子线团伸展， 是正值， ，随着温度

的降低或不良溶剂的加入， 值逐渐增大。 

（2）在良溶剂中，线团较为伸展，自然，均方末端距比 状态下的数值要大一些。 

（3）在良溶剂中，线团发生溶胀，而且溶胀程度随 M增大而增大。 

 

所以在良溶剂中 ， ， 和［ ］均增大。（豆丁华研ю电┢子书） 

（4）由于线团在不良溶剂中较紧缩，体积较小，从而小相对分子质量部分较多地渗透过膜，使 减小，

偏低。 

归纳起来有如下表所示关系。 

表 聚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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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种体系： ，比较两种方法： 。 

 

3． 测定聚合物结晶速度有哪些方法？简述其原理和主要步骤。 

【答案】研究聚合物结晶速率的方法有两类：①一定温度下观察试样总体的结晶速率。如膨胀计法、

光学解偏振法、DSC 法等。②在一定温度下观察球晶半径随时间的变化。如热台偏光显微镜法、小角激光

光散射法等。 

（1）膨胀计法   聚合物结晶过程，密度变大，会发生体积收缩，观察体积收缩即可研究结晶速度。

其方法是将试样与跟踪液装入膨胀计中，加热至试样熔融，再将膨胀计移入恒温槽中，观察毛细管内液柱

高度随时间的变化。根据 Avrami方程 

  （1） 

由上式可求得 K和 n。 

当 时 

  （2） 

通常将 作为实验温度下结晶速率的量度。 

（2）DSC法   由于聚合物试样结晶时要放出结晶潜热，DSC曲线出现放热峰，由此可测定结晶速度。 

具体方法是将试样以一定升温速度加热到熔点以上，恒温一定时间，再迅速降温至测试温度进行等温

结晶，获得结晶放热峰。由计算机软件可计算出相对结晶度  

  （3） 

（3）偏光显微镜法其原理为利用热台偏光显微镜直接观察球晶半径随时间的增长变化。 

主要步骤为试样熔融后立即进行等温结晶，记录不同时间 t的球晶半径 r，以 r 对 t 作图，可得一直

线。用单位时间里球晶半径增加的长度作为观察温度下球晶的径向生长速度 。 

 

4． 试简述高分子结晶的特点。 

【答案】高分子结晶的特点如下。 

（1）高分子晶体属于分子晶体。已知小分子有分子晶体、原子晶体和离子晶体，而高分子仅有分子

晶体，且仅是分子链的一部分形成的晶体。（豆丁华研й电☇子书） 

（2）高分子晶体的爆点 定义为晶体全部熔化的温度。 虽是一级相转变点，但却是一个范围称为

熔限，一般为 ，而小分子的 是一个确定的值，一般在 范围内。高分子的 与结晶

温度 有关。 

（3）高分子链细而长（长径比=500〜2000），如此严重的几何尺寸的不对称性，使得高分子链结晶

得到的晶体只能属于较低级晶系（对称性较差的晶系），如单斜与正交晶系（大约各占 30%）。至今还没

有得到最高级的立方晶系（立方晶系是七大晶系中对称性最好的晶系）。 

（4）高分子的结晶是通过链段的协同运动排入晶格的。由于链段运动有强烈的温度、时间依赖性，

所以高分子结晶也具有很强的对温度、时间的依赖性。如把结晶性高分子熔体骤冷可得到非晶或结晶度很

低的晶体；慢冷却，甚至进行热处理（即在最适宜的结晶温度上保温一段时间），得到的则是高结晶度的

大晶粒聚集体。高分子结晶对温度的依赖性表现为结晶有一定的温度范围（ ），且在这个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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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在一个结晶速度最快的温度 。同时，高分子结晶速率常数 K对温度特别敏感，温度变化 11C，K

相差 2〜3个数量级。 

（5）有结晶度的概念。当结晶性高聚物达到结晶温度时，即处于 时，开始结晶。由于高分子

结构的复杂性，使得聚合物的结晶要比小分子晶体有更多的缺陷（如非晶区空间、交联、支化、杂质……），

所以结晶总是很不完善，是一种晶区与非晶区共存的体系，结晶聚合物实际上是“部分结晶聚合物”。按

照折叠链的结晶理论，我们如果假设结晶聚合物中只包括完全结晶区和无定形区两个部分，则可定义为晶

区部分所占的百分数为聚合物的结晶度，常用质量分数 来表示 

 

（6）高聚物的结晶过程分一次结晶(主结晶)和二次结晶(次级结晶)。 

由于高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大，体系黏度大，分子运动迟缓，因此由完全无序到三维有序必定要经过

很长时间，一些暂时没有结晶的分子链在聚合物储存或使用的过程中还会结晶。有人以球晶为例，在球晶

相互间没碰撞截顶之前为一次结晶(主结晶)，之后的再结晶是二次结晶(次结晶)，二次结晶的微观机制是

由结晶缺陷所致。Avrami方程在结晶后期与实验的偏离及等温结晶曲线上出现两个台阶，都表明二次结晶

的客观存在，如图 1和图 2。在日常生活中，尼龙袜子越穿越小也与二次结晶有关。 

 

图 1 等温结晶的 lg(-ln)-lgt 

 

 

图 2 结晶过程中比体积的变化图 

 

5． 说明产生下列现象的原因： 

（1）低压聚乙烯的密度、熔点、抗拉强度比高压聚乙烯高； 

（2）聚合物通常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玻璃化温度，但没有一个确定的黏流温度。 

【答案】（1）低压聚乙烯为线型聚合物，高压聚乙烯为支链聚合物，支化破坏了分子规整性，使其

结 

晶能力下降，导致密度、结晶度、熔点、强度等降低。 

（2）聚合物的黏流温度随着相对分子质量的增加而明显提高，所以它的 与相对分子质量和相对分

子质量分布有关，没有明确的数值;而相对分子质量对玻璃化温度的影响不同，当相对分子质量达到其临

界值时，相对分子质量对 几乎没有影响，因而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玻璃化温度。 

 

6． 试指出下列结构的聚合物，其溶解过程各有何特征？（1）非晶态聚合物；（2）非极性晶态聚合物；

（3）极性晶态聚合物；（4）低交联度的聚合物。 

【答案】（1）非极性非晶态聚合物易溶于溶度参数相近的溶剂；极性非晶态聚合物要考虑溶剂化原

则，即易溶于亲核(或亲电)性相反的溶剂；（2）非极性晶态聚合物难溶，选择溶度参数相近的溶剂，且

升温至熔点附近才可溶解；（3）极性晶态聚合物，易溶，考虑溶剂化原则；（4）低交联度聚合物只能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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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而不能溶解。 

 

7． 解释为什么结晶性分子的热塑区（即可加工成型区）一般比非晶高分子狭窄。从 和 的特性出发

讨论。 

【答案】同一种高分子物质的 和 之间关系存在 Boyer-Beaman经验规律，即对称性高分子（如聚

乙烯） ，非对称性高分子（如聚苯乙烯） 。也就是说， 通常比 高 100〜

200℃，所以结晶性高分子的可加工区较窄。 

 

8． 今有 B-S-B型 S-B-S 型及 S-I-S型、I-S-I型四种嵌段共聚物，问其中哪两种可用作热塑性橡胶？为

什么？（I代表异戊二烯） 

【答案】只有 S-B-S和 S-I-S两种嵌段共聚物可作热塑性橡胶，其余两种不行。因为这两种的软段在

中间，软段的两端固定在玻璃态的聚苯乙烯中，相当于用化学键交联的橡胶，形成了对弹性有贡献的有效

链——网链。余下两种软段在两端，硬段在中间。软段的一端被固定玻璃态的聚苯乙烯中，相当于橡胶链

的一端被固定在交联点上，另一端是自由活动的端链，而不是一个交联网。由于端链对弹性没有贡献，所

以这样的嵌段共聚物不能作橡胶使用。 

 

二、计算题 

9． 已知聚乙烯（PE）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的黏流活化能 分别为 41.8kJ/mol 和 192.3kJ/mol

・PE 在 473K时的黏度 ，PMMA在 513K时的黏度 。试求： 

（1）PE在 483K和 463K时的黏度，PMMA在 523K和 503K时的黏度； 

（2）说明链结构对聚合物黏度的影响； 

（3）说明温度对不同结构聚合物黏度的影响。 

【答案】（1）文献查知 ， 。本题需求的黏度对应的温度均在

（ ）K以上，故可用 Arrhenius公式计算。 

因为 

 

所以 

 

对于 PE： 

 

 

又因为 

 

所以 

 

对于 P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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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高分子物理 2011-2013、2015-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第一篇、2022年高分子物理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武汉工程大学 807高分子物理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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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桂林理工大学 858高分子物理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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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从如图所示的已知条件回答问题:该高聚物零切变速率下的黏度｜晧膖傞콞屦当时｜晑皈梉슞콞Ɏ୦⽧킚�婲楶葭䅒ꡦ뿿屦单位为｜晓問䵦⼰�
	22．讨论影响聚呜扲楎쭵㕞㡥灔豎쭵㕣往葖‰�
	23．橡胶弹性杜瑔魲祟臿㩎쁎䢀婔屢物具杜璚�㥠⟿ὗ⡎쁎䡠앑땎உ腬䊀婔屢物充分体现高弹性？什么情况下应设法避免高弹性？
	24．介电性能和动态力学性能杜瑔鮈梉쉶㱠⟿屦从分子尺度上加以说明。
	25．｜戀ㇿ屴将熔融态的聚乙烯｜戀倀䗿屴、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戀倀䔀哿屴和聚苯乙烯｜戀倀叿屴淬冷到室温｜昀倀䕦⽓䪐ས蓿屦聜昀倀䔀呔谀倀卦⾐ས萰Ɏ㩎쁎䣿屢2｜瑜َએ萀倀䔀咐ས함㟿屦在接近玻璃化温度Tg下进行拉伸｜晓텳낋함㝙ᚉ쉵㆐ས๓�㩭六䫿屦试从热力学观点来解释这一现象。
	26．写出四种测定聚呜扲楳뭴荓ᚏ汓�⥞ꙶ葥륬헿屦简述其基本原理。不呜晛麚豥륬핢䁟靾퍧鱦⽔♶屦？为什么？
	27．为什么等规立构聚苯乙烯分子链在晶体中呈现螺旋构象｜暀屦间规立构聚氯乙烯分子链在晶体中呈现平面锯齿构象？
	28．环氧丙烷经开环聚呜扔屦可得到不呜智쭧葶蒀婔屢物｜扥쐰ő桔屦、间呜替屴｜暋핑饑者荎葺쭧葶葎ൔ屦｜晞癙➁蒋ꅛ荎呂婔屢物性能各带来怎样的影响？
	29．从结构出发排列出下列各组高聚物顺序并简要说明理由。
	30．试讨论聚呜扲楶葮⥞ꙓ쩑癛麚豭䭛驥륬픰�
	31．为什么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戀倀䔀哿屴能从熔体淬火时得到透明体？聜晻䦉쒀婵㉗祈ᥰ硵㊑濿屢IPMMA｜瑦⽎ඐས蓿�
	32．现杜瑎⑹쵶屦｜替屦也彼此都相呜晶蒀婔屢物样品｜晛쒁䮋핎ⵟ썭䭛驶勒ٛ傍⢑콒ٞϿ屦因工作上的疏忽｜晛쑖�葦⽎ꅧ屴注明样品标号的GPC质量微分分布曲线｜晙艎ୖ﹢䁹㨰�
	33．当聚呜扲楶葶勒ٛ傍⢑콘鹙❢ᙾ퍦癞Ꙙ鹙❥屦均使聚呜扲楶葵㕛偵㕛ﱘ鹙⟿屦聜晹뭛偵㕛ﱑ콜༰ʋ핒ْ⮉쪏�쵟煔쵶葓齖�
	34．将呜晎y춀婔屢物进行GPC分级时｜晗⡶屦条件下｜晛麚豓텳끵ㅎ蹧큹쵐癱㙓齖屦在两次实验中获得GPC曲线㹺൧屴不呜替屢下图｜琰ʋ햋ꢋ멣屴照这两种GPC曲线计算求得的试样平均相对分子质量｜晜ُᩑ侀끠㝶葝⯿�
	35．高分子液晶的分子结构杜瑏啲祰맿ὒټ筥륬핧屴哪几种？液晶态如何表征？
	36．简述强迫高弹形变与高弹形变的异呜晰뤰�
	37．为了减轻桥梁振动可在桥梁支点处垫以衬垫。当货车轮距为10m并以60km/h通过桥梁时｜晫㉿ፑ뉑癣⽒ꣿ屦杜瑎ᝑ춚�ٛ偧健饓鮐屴择：(1)｜替ᬀ⠀㈀⧿屦；(3)｜替屦问遜瑔y쵔屢适？
	38．试从下列高聚物的链节结构｜晛驠❒⑥굒ٛ傔ﹶ葧푠❢ᙒ᩠⟿屦并分析原因。
	39．溶剂的遜瑢齒�
	40．什么是时-温等效原理？它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写出描述时-温等效原理的WLF方程。
	41．大分子链在溶液中的形态受哪些因素影响｜晠㝢䶀﵏罙❒ٛ傔ﺏ빒〠ᱥ牢瀠ᵲ뙠ǿ�
	42．聚烯烃在高温下很容易被氧化｜晜癦⽗⡢靬❓ᙒ䉎൛塗⡶葠앑땎ରɾꉙᙑ䦌ㅬ핞㡵⡧數湛马❓ᙲ楶葭卞屦该种分析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43．｜戀ㇿ屴将熔融态的聚乙烯｜戀倀䗿屴、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戀倀䔀哿屴和聚苯乙烯｜戀倀叿屴淬冷到室温,PE呈半透明,PET和PS呈透明状。为什么？｜戀㋿屴将上述的PET透明试样｜晗⡣ꖏ텳뭴荓᙮⥞Ꙏஏ�䱢쥏㣿屦发现试样外观由透明变为混浊｜暋행쪏�s낌愰˿屢3｜瑗⡛ꑮ⥎屦将上述透明PS进行拉伸｜晓텳낋함㝑薐侀끟衙ᩦ๎깧慾맿屦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4．Huggins参数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在良溶剂、溶剂和不良溶剂中｜晒ْ⭎㩙ᩜᇿᾚ�ٛ傔ﹶ葲뙠œ졙艏嗿�
	45．假如从实验得到如下一些高聚物的热-机械曲线｜晙艎ୖ屦试问它们各主要适呜扏屎쁎䡧健駿屢如塑料、橡胶、纤维等｜瓿㩎쁎䣿�
	46．从结构观点分析温度、切变速率对聚呜扲楱鑏厞콞ꙶ葟煔춉쑟诿屦举例说明这一规律在成型加工中的应用。
	47．简述聚呜扲椀뙒䉏卼ﭮ뙒䊐屴择的乜瑎⩓齒ᤰ�
	48．不呜暀婔屢物的应力-应变曲线可分为5个基本类型｜晛荎㩎蹎ୖ﹎ⴰʋ驎䥎୧⾋㪏潶萰Ÿ汶萰ş㩶萰şㅶ萰Ɨ萰Ɓٶ萰ɞ百�੦뽎㹎y쵎੶蒀婔屢物实例。
	49．什么是构型与构象｜暂婎ᥰ葻䦉쑞Ꙏක�屦能否通过其内旋转使无规立构聚丙烯变为等规立构聚丙烯？为什么？
	50．一个纸杯装满水置于一张桌面上｜晵⡎S텛偟㥎침䲗扎ஐё敧潛僿屦并从杯子的水中穿出｜晧潛偎쵏䵎蹨䲗扎꠰ə艧鱾롧澑첈앶葦⽎g澚�婲楶葺n뙭닿屦这次子弹把杯子打出了8m远。用松弛原理解释之。
	51．解释产生下列现象的原因。
	52．从分子运动的观点出发｜暉쪗幦癠ƚ�婲楑侀끶葎屴种力学状态和两种转变｜晞癵㭑流幦癠ƚ�婲楶葦뿿屦在图上标明乜瑹쵒魛晲뙠Ŷ葓㪕豎⑹춏汓�蒏汓�뤰�
	53．试指出下列结构的聚呜扲槿屦其溶解过程各杜瑏啲祟臿屢1｜璗幦癠ƀ婔屢物；｜戀㋿屴非极性晶态聚呜扲槿᯿屢3｜瑧腠❦癠ƀ婔屢物；｜戀㓿屴低交联度的聚呜扲椰�
	54．天然橡胶和杜仲橡胶在结构上杜瑏啎ൔ屦？试画出示意结构式。
	55．试说明Boltzmann叠加原理适用于哪种聚呜扲槿屦为什么？
	56．解释为什么结晶性分子的热塑区｜打獓ꁝၗ譓㫿屴一般比非晶高分子狭窄。从和的特性出发讨论。
	57．讨论聚呜扲楧健馁٠❥궈쉔貗❥궈쉗⡥궈슀ﵔ豥궈슗扟抌豥릗扶葝Ȱ�
	58．什么叫构型和构造？写出聚氯丁二烯的各种可能构型；举例说明高分子链的构造。
	59．杜瑎⑹쵎奰豎ᥰ葑熀婲槿屦其组成相呜昀⡗䝎㨀㘀㔀╎奰谀㌀㔀╎ᥰ⧿屦但其中一种室温时是橡胶状的｜晎vぺ㍛骖䶁ꘀⴀ㜀　ㅥ䵓�泿屦另一种室温时却是硬聜暗졎ඐས葧健餰ʋ행쩛荎蕗⡾퍧葎੶葝⬰�
	60．指出高聚物结晶形态的主要类型｜晞登肉腓�癟扢ၧ慎�
	61．何谓聚呜扲楶葟㩞㩎쁎䡴ڋ멟㩞ꙫ푛麖䕟㩞Ꚛ�衙ᩐ�
	62．为什么PMMA热分解时主要产生单体｜暀屦PE热分解时单体产率只杜琀◿屦大部分是相对分子质量较大的碎片？
	63．天然橡胶经裂解色谱-质谱联用仪器分析知道｜暈슉ꝲ楎ⵧ屴大量I碎片｜暀屦且只杜瑜ᆑ케䤀䥸蹲䟿屦由以上事实则关于天然橡胶的链结构｜抔﹣ꕥ륟屴可得到什么结论？
	64．讨论下述因素对端变实验的影响。a.相对分子质量；b.交联；c.缠结数。
	65．简述影响聚呜扲楳뭴荓ᚏ汓�⥞屢｜瑶葖‰�
	66．用热力学原理解释溶解和溶胀。
	67．让聚乙烯在下列条件下缓慢结晶｜晔ѵὢ၎쁎䡨㝶葦癏叿屢1｜瑎칧腺n뙭뉎⵿፡找퍦盿᯿屢2｜瑎칱鑏华퍦盿᯿屢3｜瑧膚�譒魎ୖ祐卣᯿屢4｜瑗⡮뙭뉎ⵟ㩰졤բ챎퍦瘰�
	68．为什么用丁基锂作催化剂在甲苯中-78℃下聚呜扟青ぶ萀倀䴀䴀䅶蒚�ڏꠀ一䴀劌ㅎⵑ侀끎驵㉗揄⡛偶葖�최ᾋ쨰�
	69．杜瑎魾㱾뙶葮罟㩞ꙏ丰ſ⥬㑠❙⟿屦根本原因是什么？
	70．从化学结构角度讨论以下各对聚呜扲楶葎㩎쁎䡛塗⡝⬰�
	71．近程相互作用和远程相互作用的含义及它们对高分子链的构象杜瑏啟煔췿�
	72．为什么腈纶用湿法纺丝｜暀屦涤纶用熔融纺丝？
	73．不受外力作用时橡皮筋受热伸长｜暀屦在恒定外力作用下却受热收缩,试用高弹性热力学理论解释。
	74．什么叫聚呜扲楶葧腏叿쁎䡓쩵㕭䅬헿屢TSC｜琀㾋핎㩎쁎䢀ﵧ屴效地研究聚呜扲楶葒ٛ傏큒ꣿ�
	75．描述自由穿透线团和不透性线团这两种极端情况下的摩擦阻力和链长｜扶勒ٛ傍⢑쿿屴的关系。
	76．黏度法测定过程中如何保证浓度准确？
	77．比较聚呜扲楎쭵㕧繟᭔豒魛晧繟᭶葟ɔ屦点。
	78．写出乜瑎⩒⭮뙒䉏ᡒꍶ葓쉥烿屦它们为何值时｜暋뙒䉦⾚�婲楶蒂潮뙒䈰Ŏං潮뙒䉔豮뙒䋿ᾚ�婲楗⡎એ뙒䉎葟扠ř艏嗿�
	79．现杜琀倀嘀䌀⼀倀䔰Ā倀匀⼀倀䋿屢80/20｜琰Ā倀倀伀⼀倀华屴种共混物｜暋햋ꢋ메ҁ葶률⟿屦为什么？
	80．说明“橡胶弹性唯象理论”的优缺点。
	81．聚呜扲楗⡎ൔ屦条件下结晶时｜晓ﵟ青ご쵎㮉腶葾퍦癟扠ǿὔѹ쵾퍦癟扠Ŷ葲祟腦⽎쁎䣿�
	82．一种橡胶运输带｜晗⢏킈䱎ⵧ屴一定的伸长｜暂⡏�ő癏㢕罳蝎�葠앑땎屦以下哪一种条件中使橡胶带的使用寿命长些。
	83．简述橡胶“幻象网络理论”较之基础的“橡胶弹性统计理论”杜瑏喏�嗿Ὑ艏啛ﱑ嬨ㆀﴀⵟ打�獼ﭟཎ쪋함㝓喏瑢쥏㡥鑒鬀ⵢ쥏㡫푎䮕葑獼ﯿᾋڋ몏�屴何不足之处？S.F.Edwards处理弹性问题的模型是什么？
	84．详细描述并解析用SALS法测定PET结晶过程中散射图形的变化。根据变化过程所需时间和最终球晶大小｜晏るꅾ퍦皐ꙧ屴多少？结晶速度与最终球晶大小与结晶温度杜瑎쁎䡑獼ﯿ㩎쁎䣿�
	85．下表数据说明了什么？试从结构上予以分析。

	《高分子物理》考研核心题库之计算题精编
	1． 一种聚呜扲楗⡒ꁝⵒꍓ屦其重均分子量从下降。问加工前后熔融黏度之比是多少？
	2． 一棒状材料受到轴向逐渐增大的压应力作用｜晎ᑑ癧ൎ츀䌀漀甀氀漀洀扜䡧൬핒᧿屦,。计算屈服应力和屈服平面与轴向的夹角。
	3． 杜瑎N⩎貀婶蒆쭶綍⣿屦它是一个杜琀㈀　▉뭢ၓ問卶葞玈慏卼ﯿ屦当此体系的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80000时｜晬䉛荶葓問卶勒ٛ傍⢑쿿屢｜瑔豞玈慏卼ﭶ蒑쵗䝶勒ٛ傍⢑쿿屢｜瑔ю㩙ᩜᇿ�
	4． 已知某种聚呜扲業䅏卶蒞콞Ꙏ๒ݞ鑒魶葑獼פֿ㫿屦并符呜拿屦式中几为流动指数｜昀䄰Ā䈰Ā䌰Ā䑗䝎㩙❎躖葞㡥瀰ʂ䌀㹒ᥫ摭䅏卜幎蹏啹쵼筗譶葭䅏叿�
	5． 无规聚丙烯在环己烷或甲苯中｜昀㌀　╥䭟靶葒᩠❖僿屦试计算其等效自由结呜抔ﹶ蒔﹫떕罞屢已知C—C键长为0.154nm｜暕⺉퉎㫿屴。
	6． 用膨胀计法测得分子量到之间8个级分聚苯乙烯试样的数据如下：
	7． 每边长2cm的立方体高分子材料｜晝癒橒ݪ↑쾖轥葓�ᙎ�
	8． 查手册得知C-H键、C—C1键和C—C键的NaD线摩尔键呜扢顜ўꙒْ⭎㨰Ŕ賿屦试计算PVC的折射率｜戀滿屴。假设PVC的密度是。
	9． 通过以下数据计算线型聚乙烯的熔融摩尔熵：熔融平衡燃｜晞玈慱鑰뤰�
	10．证明增塑对影响的关系式。
	11．PS的甲苯溶液｜晎칮ថན譭䭛驟青ぎ퍧鳿�
	12．聚呜扲楶葎쭵㕼ﭥ烿屦可从组成大分子链中各基团摩尔极化度的加呜扠⟿屦根据Debye公式求得
	13．某高分子材料在加工期间发生相对分子质量降解｜晑皑쵗䝶勒ٛ傍⢑콵㆖䶁屦问此材料在加工前后熔融黏度之比为多少？
	14．体积排除色谱法用以测定聚呜扲楶葒ٛ傍⢑켰Ȁ匀䔀䍎൦⽾�塞헿屦它需要校准。窄分子量分布的无规聚苯乙烯通常用以校准。对于给定的分子｜晑発羏읧偶葥홑덎躋ٛ偶葭䅏卒魛晏卹ɭ䅏卒魛晏卹๒ٛ偶葲祠➞콞Ꙕ豤楜ᒍ⢑케䵢ၫ捫퐰ʚ汑䮗൮⥑䭥륺�祈虛荎䮕葑獼ﯿᨰȀ䭔豦⽞㡥烿屦对给定的分子｜普뙒䉔豮⥞Ꙧ⽲e豶萰ɗ⡾�驶葭쭭ᝥ藿屦请给出所测高分子的摩尔质量与无规聚苯乙烯摩尔质量的关系。
	15．共混聚呜扲楧ൎ칥륺ରɎ⑹춀婔屢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分别为50 C和190 C,将其等质量混呜拿屦计算其共混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16．如果原子的核电荷为｜晓齛偓䩟葎㫿屦计算原子核在价电子处的原子内电场。试与一般外电场场强加以比较｜晞皋ꢋ멵㕛偧腓ᙶ葙❜༰�
	17．用黏度法测定某一聚苯乙烯｜戀倀叿屴试样的相对分子质量｜晛麚豦⽗⠀㌀ゟ馂뙭뉎ⶏ�䱶蓿屦步骤是先称取0.1375g试样｜暑䵒㙢က㈀㔀洀䱶萀倀匀ⶂ뙭닿屦用移液管移取10mL此溶液注入黏度计中｜晭䭟靭䅑贈ⱱ㙔๏鵫⅒ꁑ斂㔀Ⰰ㔀Ⰰ　Ⰰ　洀䱺�쫿屦分别测得流出时间,,,。最后测得纯苯的流出时间。从书中查得PS-苯体系在30T时的｜昀愀㴀　⸀㜀㐀ⲋ햋ꅻ需倀卶蒞콗䝶勒ٛ傍⢑켰�
	18．计算下列乜瑹쵮뙭뉶葭屢熵｜晫풏莋ꅻ靾퍧鱓青ぎ쁎䡾펋뫿�
	19．假定GPC谱图符呜扫捠ŒٞϿ屦证明：｜戀ㇿ屴当以V为横坐标时｜晜㱶勒ٛ傍⢑쿿᯿屢2｜瑜㱶勒ٛ傍⢑켰�
	20．一个线型聚呜扲槿屦当相对分子质量时为121℃｜晟卥屦为153℃。一个支化的呜晹춀婔屢物｜晟卶勒ٛ傍⢑콥⼀㔡̰ɬ䉥⽓ 婔屢物分子上的平均支化点数。
	21．试由定义推导出分布宽度指数。
	22．聚异丁烯试样在环己烷溶剂中溶胀｜普뚀쁔葏卹⽮뚀쁒䵶萀ぐരʋ햕함㝗⡮뙒䉵㊂ⵓ뚀쁒けὝ婟ɎŰ⽵㊂蓿屦甲苯的。聚异丁烯/环己烷的｜晳꽝萰�
	23．天然橡胶的松弛活化能近似为1.05kJ/mol结构单元｜暋핏ほ靎W坙⥱㙪憀㈀㜡͓䝮⥒　㈀㜡ͥ屦其松弛时间缩短至原来的几分之几。
	24．标准线性固体模型中黏度和模量如图所示｜暋햋셦卵⡫损♎ꑓ�鑒魏屵⡎躋⅗譥屦其内耗正切的表示式为
	25．一特定取向聚呜扲楙艖︀㜀Ⳙ㗞숀㴀　⸀㔀ⱦ癓㩔貗幦癓㩶葪↑콙艎屦和分别表示平行和垂直拉伸方向的测量值：｜替屦和。说明在垂直方向上的测量的模量大于平行方向上测量的模量。
	26．为了测定离子交换膜的导电性能｜暋뺋ꅎ虎y쵵㕛ﱬ惿屢如图所示｜琰ɗٲ䝵㕧腶葶蓿屦两片电极距离0.01m｜晎踀㈀㤀㠀䭥屦先在两电极间充入0.lmol/kg的NaCl溶液｜晫摥䭟靵㖖㭎㫿᭱㙔๗⡎⑵㕧膕㥑敹뭛偎ꑣ抁鱔屦再充入0.lmol/kg NaCl溶液｜晭䭑癵㖖㭎㫿屦若此膜的湿态厚度为｜暋핬䋿屢1｜瑵㕛ﱬ恶葵㕛ﱞ㡥瀀㯿屢2｜瑫摹뭛偎ꑣ抁鱶葫푵㖖㯿屢｜瑔豫푵㕛ﳿ屢｜琀㯿屢3｜瑫摹뭛偎ꑣ抁鱶蒈梗扵㖖㬰�
	27．将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和的呜晹춀婔屢物的两个级分混呜扥屦试求：
	28．松弛模量E｜戀瓿屴可由下式得到。假定。证明［此式叫做的一级近似式｜晓⥵⡛荎츀䗿屢t｜瑶葛鹭䭐㱧數湛髿㴰�
	29．假定某聚呜扲榋함㝎ⵔ⭧屴乜瑎⩾쑒ۿ屦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1万、2万和3万｜晎쩭䭟鞋함㝶葥灗䝶勒ٛ傍⢑콎㨀㉎ܰƑ쵗䝶勒ٛ傍⢑콎㨀㈀⸀㍎߿屦试计算此试样中各组分的物质的量分数和质量分数。
	30．一种聚乙烯单晶的质量结晶度是85%。写出计算式并计算紧密堆积的规整度｜晐䞋뺗幦癒ٛ傔﹥쑺罣퉎躗幦癠Ŕ豢顓ﺈ梗戰�
	31．已知高分子主链中键角大于｜晛驠❗るꢋ몁ㅥ쮏沔ﹶ著䝥륧⭺�ຕ⺉퉶葑獼אּ�
	32．将交联丁腈橡胶｜戀䄀一⼀䈀䐀㴀㘀⼀㌀㧿屴于298K在数种溶剂中进行溶胀实验｜晜ّ癥灣湓쩥蝳ぶ葥灣湒ᝑ斈桎ⴰ�
	33．在20 C将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戀⳿屴溶于179g氯仿｜拿屴中｜暋햋ꅻ靮뙭뉶葭屢滴、混呜扰豭屢自由能｜扝屴。
	34．用声波传播法测定拉伸涤纶纤维中分子链在纤维轴方向的平均取向角｜暋햋ꅻ靑癓화ᅞ�
	35．求证对于正交晶系｜昰ʋꅻ鞀婎奰葦皗投�賿屦从聜暋ດ﹘ٸ屦是拟六方的。
	36．已知某高聚物的蠕变表达式为：｜晗⡧큠剛驞鑒魏屵⡎屦测得蠕变开始20min时应变等于300%｜晟卥덙ᾕ罥䭟非鑓�䥎踀㘀㤀　┰ʋ핬䋿�
	37．已知聚乙烯晶体属斜方晶系｜晑癦皀�쉥瀀愀㴀　⸀㜀㌀㠀渀洀Ⰰ戀㴀　⸀㐀㤀㔀渀洀Ⰰ挀㴀　⸀㈀㔀㐀渀洰�
	38．已知顺式聚异戊二烯每个单体单元的长度是0.46nm｜暀屦且｜扑癎ⴀ湎㩓問卓啑䍥灶屴。问这个大分子统计上的等效自由结呜抔ﹶ蒔﹫땥灔貔﹫떕罞�
	39．某聚呜扲楗⠀　 䍥콞Ꙏ㨀ⱙ艧鲋함㞞콞ꘀ⥞ꙑ獼ﭧൎ츀圀䰀䙥륺屦并假设时的黏度为｜暋ꅻ需㈀㔀 䍥蒞콞Ꙑ㰰�
	40．一个Voigt单元｜拿屦｜瑎㊀呎N⪞콘屢｜瓿屢如图所示｜琰ʋ햋ꅻ響屢1｜瑟卒ꁠ剛骍ᾃ睥屦这一体系的形变响应值;｜戀㋿屴若负荷保留3000s后移去｜暋핵㭑愈ᕓ�๖�൦뿿屦并用曲线计算该体系的黏度。
	41．一块全呜智쭧蒀婎ᥰ함㝶葏卹㫿屦质量为1.94g｜暋햋ꅻ鞏�型함㝶葾퍦癞Ꙕ賿屢其他数据请查相关资料｜琰�
	42．｜戀ㇿ屴计算100个晶格排列10个溶质分子的不呜晥륟ཥ灶ɫ콎⩮뚍⡒ٛ偓恣湎h㱶葏䵿渰�
	43．现杜瑧큹춀婎ᥰ함㟿屦将其熔体10mL于150 C在膨胀计中进行等温结晶｜晎ൔ屦时间测得聚呜扲楶葏卹㱙艎�
	44．假定某一聚呜扲極ㅓ啒٥捾쑒䅔谀䉾쑢ჿ屦A和B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100000和400000。问分别以｜戀ㇿ屴A：B=1：2｜抍⢑콫퓿屴；｜戀㋿屴A：B=2：1混呜扨㝔쇿屦混呜扲楶葔豎㩙ᩜᇿ屢3｜琀䇿ᨀ䈀㴀ㇿᨀ㋿屦=0.72｜暋ꅻ響屦并比较、、的大小。
	45．现杜瑎�릕罎㩶蒞콟㥠❺쭥륏叿屦其剪切柔量与时间的关系为。要使该试样在后产生剪节变形即剪切位移量｜暋ꅻ鞗u⡙᪑쵶葸ᵸǿ�
	46．聚苯乙烯在呜晨㝶葞鑒魎ஏ�䲈ᕓ�屦求在423K时比在393K或378K时的蠕变应答值快多少？已知聚苯乙烯的玻璃化温度为358K。
	47．若把聚乙烯看做自由旋转链｜晑癧⭺�ൎ츀䜀愀甀猀獒ٞ͑ﵥ烿屦且已知C-C键长为0.154nm｜暕⺉퉎㫿屦试求：
	48．两种单体A和B的线性无规共聚物中A的质量分数为25%,A和B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分别为｜昰ɨ㥣湥륺屦𝛂=2。计算共聚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49．某聚乙烯的样品在片晶厚度为30nm和15nm时｜晱鑰륒ْ⭎㫿屦。假设折叠面表面能为｜晦癓㩛왞屦每单位质量焓增加｜暋ꅻ靱鑰륎㩶葥偓驲䝦癶葞玈慱鑰뤰�
	51．导出在交变电场中单位体积的介质损耗功率与电场频率的关系式｜晞皋ꢋ멟卥쮍⡶董往ᝠ앑따�
	52．将某种硫化天然橡胶在300K进行拉伸｜晟协㢕缀ㅐ葢쥒魎㫿屦拉伸过程中试样的泊松比为0.5｜晨㥣湪憀㥠❴ڋ몋ꅻ響�
	53．聚苯乙烯的甲苯溶液｜晎칮ថན譭䭛驟青ぎ퍧鰰ɮ⥞Ꙧ⼀㈀㤀㠀䬰ɜٶ葓륻ⱎ屴项移行所得的量对c作图｜晎칛荶葢⪍�豥鱳蝬䉶勒ٛ傍⢑케䷿屦Flory-Huggins常数。已知高分子的比体积｜替屦其中、分别为甲苯的相对分子质量、密度。
	54．杜瑎h㦕罎㨀㐀挀洀Ɫ⪗批㩶葎ꒀ呪憀屦在25℃时被拉伸到8cm,已知橡胶的密度为｜晎ꒀ呔冔﹞獗䝶勒ٛ傍⢑콎㨰ʋ햋ꅻ面쥏㡒魎쥏㡪↑켰�
	55．杜瑎W垀婔屢物试件｜晑癬쩧繫퓿屦当加外力使它伸长率达1%时｜晒ᥑ癶鑶葏卹鹙❙ᩜᇿὟ卥졙艏嗿�
	56．两种聚乙烯试样｜晑癲䝦癓驞ꘀ䥒ْ⭎㨀㌀　渀浔谀㔀渀洀ⱱ鑰륒ْ⭎㨀⳿屦假设折叠表面的表面自由能｜晦癏卶葛왞ꘀⱑ癥偓驶葦癏危钇赥問䶍⢑콶葱ፘ黿屦试确定平衡熔融温度。
	57．应力为｜晷겕屵⡎蹎N⨀嘀漀椀最瑓啑䏿屦保持此应力不变。若已知该单元的本体黏度为｜晪↑콎㫿屦求该体系蠕变延长到200%时｜暗�腙᪕罥�
	58．取Maxwell模型｜暞콘豟㥼❒ْㅔ谀䕸湛髿屦以频率为的腜瑑늏�䱒ꡒ魛晭䭛騰ɬ䊋쇿ᩥ屦。
	59．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的平衡熔点｜晱钇走屢重复单元｜瓿屦试预计相对分子质量从10000增大到20000时｜晲ٰ륜ٓ䞚�ᩜᅞ�
	60．已知聚次甲基的聚呜扞Ꙏ㫿屦链的刚性因子｜暋햋ꅻ鞀婫ⅵ㉗杖﹗⡛摺쭥灲뙠ť葴ڋ멧Y❢쥏㡫푎㩙ᩙ⟿�
	61．杜瑎N⩲祫詼筗譶葪憀屦像一个新-虎克固体｜昰ʋ햋ꅻ響屢1｜瑢쥏㡪⩢⪗扶蒋쵧⩏㡜啶葪憀罧慒け癓齙쮕罞ꙶ葎䂗�腶葒鯿屢F｜瓿᯿屢2｜瑓譿⥪⩢⪗扶蒅葲䝒け癓齙쭓驞ꙶ葎S䩥屦需要多大的力｜戀䛿屴?｜扙艧鲋함㝓⡪⩔ᆁㅏ㡜嗿屴。对于①和②的真应力各为多大？
	62．某个聚呜扲榋함㝦⽵ㅎ屴种单分散聚呜扲業屢聜晢ჿ屦乜璀ն葤楜ᓿ屢mol｜璍⢑콎㨀㈀㔀　　　〰Ā㌀　　　　ご賿屦分子链数的比例为1：2：1,试计算该试样的和。
	63．在时刻施加一个应变于Maxwell单元｜晗⡥㭥뵒ꁎN⩞鑓�麑케澋⥵⠀䈀漀氀琀稀洀愀渀湓ꁓ齴ۿ屢BSP｜瓿屦计算此单元在施加时当即的应力｜晎쩶葎ﭡཥ㭶葞鑒鬰ʋ셦摾퍧鱎⠀䈀匀偶葾퍧鱎��
	64．计算下列乜瑹쵮뙭뉶葭屢熵｜晫풏莋ꅻ靾퍧鱓青ぎ쁎䡾펋뫿�
	65．假定聚乙烯的聚呜扞Ꙏ㨀㈀　　ヿ屦键角为｜晬䉏㡶ﹶ蒕罞Ꙏກㅥ쮏沔ﹶ葨㥗䝥륧⭺�䭫푐㰰ɞ癵ㅒٛ傏큒ꢉ쉰릉쩧큎鮚�ٛ偧健饗⡙ᙒ魏屵⡎ꝵὟ衙❟打�葓齖�
	66．假设每个过氧化物分子产生一个交联点｜晏鵣渀䬀甀栀湪⅗诿屦计算在室温下天然橡胶与摩尔分数为n的杜瑧㪏읬❓ᙲ楎ꒀ呔葪↑켰�
	67．长1m、截面直径为0.002m的钢线和橡皮筋｜晒ْ⭣Ɏ　⸀欀杶蒑쵲楥屦各伸长多少？设钢丝和橡皮筋的杨氏模量分别为和。
	68．理想橡胶的应力-应变曲线的起始斜率是｜暉腢詏卹㩶蒏�쵪憀핧慿፡打ٗぢ쥏㡒こ齧斕罞ꙶ萀㉐屦需要做多少焦的功？
	69．将一块橡胶试片一端夹紧｜晓zꁎઍᾃ矿屦使之自由振动。已知振动周期为0.60s,振幅每一周期减少5%,试计算：｜戀ㇿ屴橡胶试片在该频率｜扢ᙣ⽞䗿屴下的对数减量｜戥돿屴和损耗角正切｜拿屴;｜戀㋿屴假若｜暕ᩜᅔ桧ὔ함㝶董⽒ꡣ⽞䕜ّ콜ᅒろ睙쭐㱶葎S䫿�
	70．杜瑎g⩸歓ᙵᾀ屦已知其｜替屦做应力松弛实验｜晟卢䁒ꁶ葓齙쭞鑒魎㩥屦求此试验开始后5s时的残余应力。
	71．已知某聚呜扲榐응䥛晥륬항䭛驶葥璔화ᅎ㨀　⸀㠀Ⲑ윀䐀匀䍭䭛驶葾퍦癞Ꙏ㨀㔀　─ⲋꅻ靑皗幦癒ٛ傔ﺏ瑓화ᄰ�
	72．已知聚乙烯和聚异丁烯的黏流活化能分别为23.3kJ/mol｜打啑䏿屴和36.9kJ/mol｜打啑䏿屴。问各在何温度下｜晛荎蒞콞Ꙓْ⭎㨀㘀㘀⸀㜀ㄡͥ콞ꙶ葎S䫿�
	73．假定A与B两聚呜扲榋함㝎ⶐﵔ⭧屴乜瑎⩾쑒ۿ屦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10000、100000和200000｜晶鑶蒍⢑콒٥灒ْ⭎㨀㨀䅦⼀　⸀㌰Ā　⸀㑔谀　⸀㏿屦B是0.1、0.8和0.1｜暋ꅻ靫摎⒋함㝶萰Ŕ賿屦并求其分布宽度指数、和多分散系数d。
	74．杜瑎~뽟技婔屢物试样｜晑皈ᕓ�䱎㪏텏㱓⡖�䍒魛晪⅗譧散쾏屦蠕变试验时先加一应力｜晾케㔀獔ٞ鑒魘鹒ꁎ㫿屦求到10s时试样的形变值。已知模型的参数为；｜替ᬰ�
	75．某交联橡胶试样于298K时｜晾콭䮋핟靎灣滿핲䝜㩛㴀　⸀㈀挀洀휀挀洀휀㈀⸀㠀挀洀ⲋ핲䞍⢑케㴀　⸀㔀㠀最ⲋ핲䞈ꭢ쥏㡎P葢쥒鬀昀㴀⸀　欀柿ᮋ핵ㅎ灣湬䉫摪憀葿冔﹞獗䝶勒ٛ傍⢑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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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提出测量两种聚乙烯样品球晶结构的呜抐ɥ륬픰ɝN⩨㝔셑睧屴较大的球晶结构｜晓N⩨㝔셒ᥧ屴非常小的球晶结构。
	2． 已知聚苯乙烯-环己烷体系(I)的温度为34X3｜暀媂奰㊂卼ﬀ⠀䤀䤀⥶葮⥞ꙏ乎踀㌀㐀䏿屦假定于401在此两种溶剂中分别测定呜晎�媂奰함㝶葮ថན譎ພ콞屦问两种体系的｜替屦和［］｜替屦｜晶葙❜穞轙艏嗿ᾕ⑹쵏卼אּŎ⑹쵥륬핢䁟鞋함㝶葶勒ٛ傍⢑콎䮕졧屴什么关系？
	3． 测定聚呜扲楾퍦皐ꙧ屴哪些方法？简述其原理和主要步骤。
	4． 试简述高分子结晶的特点。
	5． 说明产生下列现象的原因：
	6． 试指出下列结构的聚呜扲槿屦其溶解过程各杜瑏啲祟臿屢1｜璗幦癠ƀ婔屢物；｜戀㋿屴非极性晶态聚呜扲槿᯿屢3｜瑧腠❦癠ƀ婔屢物；｜戀㓿屴低交联度的聚呜扲椰�
	7． 解释为什么结晶性分子的热塑区｜打獓ꁝၗ譓㫿屴一般比非晶高分子狭窄。从和的特性出发讨论。
	8． 今杜琀䈀ⴀ匀ⴀ䉗謀匀ⴀ䈀ⴀ南譓쨀匀ⴀ䤀ⴀ南謰Ā䤀ⴀ匀ⴀ䥗譖�쵝䱫땑熀婲槿屦问其中哪两种可用作热塑性橡胶？为什么？｜戀䥎桟ɢ豰屴
	9． 已知聚乙烯｜戀倀䗿屴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戀倀䴀䴀䇿屴的黏流活化能分别为41.8kJ/mol和192.3kJ/mol・PE在473K时的黏度｜昀倀䴀䴀䅗⠀㔀㌀䭥蒞콞ʋ핬䋿�
	10．某聚苯乙烯试样尺寸为10.16cm×1.27cm×0.32cm,加上277.8N的负荷后进行蠕变实验｜晟青せ麚豥灣湙芈栰ʋ핵㭑祝皈ᕓ�뼰ə艧鰀䈀漀氀琀稀洀愀渀湓ꁓ齴٧屴效｜晗⠀　　洀椀湥ڍᾃ睒ꁐ屦则在10000min时试样蠕变伸长为多少？
	11．试由定义推导出分布宽度指数。
	12．一理想橡胶试样原长为6cm,拉伸至15cm时发现其应力增加至｜晔屦时温度升高了5℃｜扎츀㈀㜡͓䞚�　㌀㈡Ͽ屴｜晙艧鱟ﵵ敏卹轮⥞ꙶ葓�屦问在27℃下｜晏㢕缀╥葪↑콦⽙ᩜᇿ�
	13．为了减轻桥梁的震动｜晞㡗⡨敨腶葥⽰륙їꭎઈ汗屦当货车的轮距为10m,并以60km/h的车速通过桥梁时｜晫㉿ፑ뉑皗ݒꣿ屦今杜瑎屴种高聚物抗震材料可供遜瑢屢1｜琀⳿᯿屢2｜琀⳿᯿屢3｜琀ⰰʕᩔy쵧T屢适？
	14．两种聚乙烯试样｜晑癲䝦癓驞ꘀ䥒ْ⭎㨀㌀　渀浔谀㔀渀洀ⱱ鑰륒ْ⭎㨀⳿屦假设折叠表面的表面自由能｜晦癏卶葛왞ꘀⱑ癥偓驶葦癏危钇赥問䶍⢑콶葱ፘ黿屦试确定平衡熔融温度。
	15．计算相对分子质量为的线形聚苯乙烯分子的均方根末端距。
	16．乜瑎妑硾ꑾ ⵎ豵㉗冀㊑炀뙭뉶萀娀椀洀浖﹙艓﹢䁹㨰ʋ햋ꅻ鞋婔屢物的分子量和旋转半径。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从结构观点分析温度、切变速率对聚呜扲楱鑏厞콞ꙶ葟煔춉쑟诿屦举例说明这一规律在成型加工中的应用。
	2． 如下表所示｜晎㩎쁎䠀倀䕔貀婖�奰葑薀媀ﵶ൙屦聜晱鑰륶衙⟿ἀ倀䔀呔豜㲟餀ⴀ㘀㙶葑薀媀ﵶ衙⟿屦聜晱鑰륓瑗逸ⱶ屦？
	3． 分别写出测定聚呜扲楶勒ٛ傍⢑켰ž퍦癞œ화ᅞꙔ豳뭴荓ᚏ汓�⥞ꙶ葎⑹쵞㡵⡥륬픰�
	4． 下表为四种聚呜扲楶葧Y❓챢顜ѥ灣滿屢｜晑癎ⵦ⽬뽷䂔ﺏ瑔ᅶ葢顜ӿ屦是横向的折射率｜琰ʋ칒ٛ偾퍧蒉퉞ꚉ쩎㩎쁎䡎ൔ屦聚呜扲楶葝⮏�䡙✰�
	5． 从低温物理结构方面对下列聚呜扲榏�䱟剼篿᪀婎奰᭻䦉쒀婎ᥰᮀ嫿屢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瓿᭻䦉쒀媂奰᭥쒀媂奰᭥쒀婎奰蟿᭥쒀婎妑硎奰濿᭤楜ᑾ쑢က㔀　⼀㔀ご豤楜ᑾ쑢က㤀㠀⼀㉶葎奰Ŏᥰ熀婲椰�
	6． 构象与构型杜瑏啓㩒⯿ᾀ婎ᥰٛ傔﹎ⴀ䌀ⴀ䍓喕⽓쮏汶蓿屦通过单键的内旋转是否可以使全呜智쭧蒀婎ᥰ�㪕屦立构聚丙烯？为什么？
	7． 采用“共聚”和“共混”方法进行聚呜扲楥㥠❧屴何异呜晰맿�
	8． 为什么高聚物的流动活化能与相对分子质量无关？
	9． 当一种聚呜扲楓흒す艖﹢䁹㩶葞鑓�읺屦其松弛模量可由下式给出：｜暋햋ꅻ靟卥葞鑒魙❜༰�
	10．杜瑎�媂奰함㟿屦在甲苯中测得特性黏数｜晝勒ٛ傍⢑콑獼ﯿ屦溶液浓度要求以g/mL表示｜暋핬䊀媂奰葶勒ٛ傍⢑켰ə艜٢䁟靶蒀媂奰㈀最ⱶ勒ٛ傍⢑콎㩶萀㈀枀媂奰勒ٛ傍⢑콎㩶萀㈀枀媂奰屢｜晬䉑盿屦及多分散系数d。
	11．杜瑎�婔屢物试样｜晑盿屦40 C时的｜暋핬䉑切㔀　 䍥蒞콞�
	12．一个线型聚呜扲槿屦当相对分子质量时为121℃｜晟卥屦为153℃。一个支化的呜晹춀婔屢物｜晟卶勒ٛ傍⢑콥⼀㔡̰ɬ䉥⽓ 婔屢物分子上的平均支化点数。
	13．如何由聚呜扲楶葎쭵㕧繟ᮌㅸᑺ癒ٛ傏큒ꣿὓ青ご魓쉥烿�
	14．一聚呜扲楓⡨ݑ왾뽠❖祐卪⅗譣쾏屦如图6所示。其中两个弹簧的模量均为5Pa｜暞콘뉏卶蒞콞Ꙏ㨀氀伀伀倀愀 猰ɬ䉎칺腒ꁞ鑓�く卼ﭪ↑콎䵒　㠀倀慢䂗v葥�
	15．已知PE和PMMA的流动活化能分别为41.8W/mol和192.3kJ/mol｜昀倀䕗⠀㐀㜀㌀䭥蒞콞ᬀ倀䴀䴀䅗⠀㔀㌀䭥蒞콞ꘀ澋핬䋿屢1｜琀倀䕗⠀㐀㠀㌀䭔谀㐀㘀㌀䭥蒞콞屦PMMA在523K和503K时的黏度;｜戀㋿屴说明链结构对聚呜扲榞콞ꙶ葟煔촀㯿屢3｜璋⥞ꙛ漏ൔ屦结构聚呜扲榞콞ꙶ葟煔촰�
	16．若把聚乙烯看做自由旋转链｜晑癧⭺�ൎ츀䜀愀甀猀獒ٞ͑ﵥ烿屦且已知C-C键长为0.154nm｜暕⺉퉎㫿屦试求：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现杜琀䅎㪀媂奰ຘ穎Ū憀葑煭槿屢20：80质量比｜瓿ᬀ䉎㪂奰๎Ŏ豰쑑熀婶葎Ƃ憀屢平均组成与共混物的组成相呜替屴。试比较两种样品的力学损耗因子与温度的动态力学曲线。
	2． ｜戀ㇿ屴将熔融态的聚乙烯｜戀倀䗿屴、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戀倀䔀哿屴和聚苯乙烯｜戀倀叿屴淬冷到室温,PE呈半透明,PET和PS呈透明状。为什么？｜戀㋿屴将上述的PET透明试样｜晗⡣ꖏ텳뭴荓᙮⥞Ꙏஏ�䱢쥏㣿屦发现试样外观由透明变为混浊｜暋행쪏�s낌愰˿屢3｜瑗⡛ꑮ⥎屦将上述透明PS进行拉伸｜晓텳낋함㝑薐侀끟衙ᩦ๎깧慾맿屦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为什么等规立构聚苯乙烯分子链在晶体中呈现螺旋构象｜暀屦间规立构聚氯乙烯分子链在晶体中呈现平面锯齿构象？
	4． 为什么涤纶采用熔融纺丝方法｜暀屦腈纶却用湿法纺丝？
	5． 简述串晶的形成条件和特征。
	6． 高聚物为什么没杜瑬ᑠǿὙ艏啭䭛驛荶葑薀媀﷿�
	7． 评价主链带杜璕鑓喕⹔豓첕蒀婸孶葧풘穠✰ɑ百퍧葹㩡ཙ艎ᨰ�
	8． 叙述晶态聚呜扲楶葾퍧葪⅗譓템啻聓貗幦癠ƀ婔屢物的结构模型。
	9． 用声波传播法测定拉伸涤纶纤维中分子链在纤维轴方向的平均取向角｜暋햋ꅻ靑癓화ᅞ�
	10．若相对分子质量M的质量分布符呜戀匀挀栀甀氀穑ﵥ烿屦证明｜昰�
	11．用熔融指数测定仪在不呜普⥞Ꙏ୭䭛骚�謀倀䕶萀䴀䥐㱙芈棿屦试求出高压PE的表观流动活化能。
	12．用导出橡皮拉伸时状态方程的类似方法｜晛ﱑ嗢聓啒橒ݥ鑒鬀ⵞ鑓�獼ﭶ葥륺�
	13．试从等规聚丙烯结晶｜扗诿屴的晶胞参数出发｜暋ꅻ靛豑桾퍦皀婎ᥰ葫푛륔豛왞ɝ皀�쉥烿屦｜替屦｜昀ⱓ問卓啑䍥瀀⽦皀�㴀㈰�
	14．试从出发｜晣ꡛﱑ侮�
	15．为了测定离子交换膜的导电性能｜暋뺋ꅎ虎y쵵㕛ﱬ惿屢如图所示｜琰ɗٲ䝵㕧腶葶蓿屦两片电极距离0.01m｜晎踀㈀㤀㠀䭥屦先在两电极间充入0.lmol/kg的NaCl溶液｜晫摥䭟靵㖖㭎㫿᭱㙔๗⡎⑵㕧膕㥑敹뭛偎ꑣ抁鱔屦再充入0.lmol/kg NaCl溶液｜晭䭑癵㖖㭎㫿屦若此膜的湿态厚度为｜暋핬䋿屢1｜瑵㕛ﱬ恶葵㕛ﱞ㡥瀀㯿屢2｜瑫摹뭛偎ꑣ抁鱶葫푵㖖㯿屢｜瑔豫푵㕛ﳿ屢｜琀㯿屢3｜瑫摹뭛偎ꑣ抁鱶蒈梗扵㖖㬰�
	16．假定共混体系中｜晎⑾쑒ڀ婔屢物｜抗幧腠❢ᙟㅧ腠⟿屴的分子量不呜晏䙗䝎㩓啒٥捶蓿屦。试写出计算临界共溶温度和该温度下组成关系的方程式｜晵㭑切牒ْ⭎㩜ཎ踀ㅔ豙❎踀ㅥ卼ﭶ葥쮂艾뽹㩡བ︰�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说明“橡胶弹性唯象理论”的优缺点。
	2． 一种热塑性材料含杜瑎⑹쵘步駿ᩔ豰궞터ʋ뺋ꅎy쵔屢适的热分析试验测定填料的含量。
	3． 单体经聚呜打쵞鑟青む婔屢物｜晗⡾ꉙᙔ豽⭙ᙑ䦌ㅖ﹎ⵦ㹹㩧屴一定的羧基含量。(1)试推测该聚呜扲楶葒ٛ偾퍧蓿ᬀ⠀㈀⦋핒⑥궋問华啹쵧㩴ڏ�䲀婔屢。
	4． 聚呜扲楶蒚�㥠ŧ屴哪些特点？从热力学定律出发推导外力一部分用于橡胶内能的变化｜晎�ٵ⡎蹱땶葓�ᘰ�
	5． 玻璃化转变的热力学理论基本观点是什么？
	6． 如果你听到棒球运动员抱怨说:湿天棒球变得又软又重｜晷൙絢匰ɏ悉쥟靧屴没杜瑹텛暐却ۿ�
	7． 简述强迫高弹形变与高弹形变的异呜晰뤰�
	8． 说明为什么Boltzmann叠加原理不适用于结晶聚呜扲槿�
	9． 已知聚苯乙烯相对分子质量为｜晗⡳꽝葰魛晓쉥灎㫿屢熵参数｜瑔賿屢温度｜琰ɨ㥣渀䘀氀漀爀礀ⴀ䠀甀最最椀渀獴ڋ메豰魛晶葶玈慧慎屦经过怎样的运算｜扣ݑ摒큻靫斚ꑔ豢䁨㥣湶葥륺屴｜晓屑切倀匀꽝卼ﭶ葶�
	10．聚呜扲楗⠀㫿屢1｜璂潮뙒䋿屦稀溶液；｜戀㋿屴溶剂｜智n뙭닿᯿屢3｜璂潮뙒䋿屦半稀溶液；｜戀㓿屴熔融状态的构象状态分别是什么样的？
	11．于25℃｜晭䭛驎ൔ屦浓度的聚苯乙烯甲苯溶液的渗透压｜晾퍧鱙艎ஈ棿�
	12．试证明应力-应变曲线下的面积比例于拉伸试样所做的功。
	13．假定某聚呜扲榋함㝎ⵔ⭧屴乜瑎⩾쑒ۿ屦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10000、20000和30000｜晎쩭䭟鞋함㝶葥灗䝶勒ٛ傍⢑콎㨀㈀　　　〰Ƒ쵗䝶勒ٛ傍⢑콎㨀㈀㌀　　ぎ߿屦试计算此试样中各组分的摩尔分数和质量分数。
	14．用平衡溶胀法测定硫化天然橡胶的交联度｜晟青す艎୶葛麚豥灣滿ᩪ憀함㞑쵎㨀ⱗ⠀㈀㤀㠀䭠剮⥬㑭瑎ⵎ躂챭硬㜀縀　搀ⲏ빒の뚀쁞玈慔췿屦从手册查到298K苯的密度｜晤楜ᑏ卹屦天然橡胶密度｜晙⥱㙪憀ຂ葶鉏屵⡓쉥烿屦由以上数据求交联相对分子质量｜拿屴。
	15．黏弹松弛的表观活化能可以通过对1/T作图的斜率｜扎塎勿屴得到。该图是一条曲线｜晓獭㭓 ﵧ屴温度依赖性。｜戀ㇿ屴从WLF方程得到活化能的表达式｜晙艧鱢ᘀ㐀　　䭥屦分别计算在时的活化能值。｜戀㋿屴说明当时活化能变得与温度无关｜晛異䁧屴高分子材料都近似为4.1kcaL。
	16．已知某聚呜扲楶葒ٛ傑콎㫿屦在300KT形成溶液的浓度为｜暋햘葭䭑癫摥葮ថན譎㩙ᩙ⟿�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讨论聚呜扲楶葒ٛ傑코豒ٛ傑콒ٞ͛辰鑏厞콞Ꙕ豭䅓�❶葟煔촰�
	2． 试讨论线形聚异戊二烯可能杜瑔魎ൔ屦的构型｜晐䝛驎Ά冕ꕾ퍧蓿屢画出结构示意图｜琰�
	3． 解释为什么高速行驶中的汽车内胎易爆破？
	4． 简答
	5． 某结晶聚呜扲楶葬ђ㙔셎ⷿ屦靠近模具的皮层具杜瑓챢顜ѳ낌懿屦聜晒㙔셑薐⡐佑䥦㹟꺕岉쉛�텳끧屴Maltese黑十字｜晞癎ᒍ誗悏텒㙔솂꾐屦Maltese黑十字越大。试解释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如果降低模具的温度｜晶깜䉓驞Ꙝٙ艏啓��
	6． 回答密度梯度管法测定聚呜扲楾퍦癞ꙛ麚豎葎⪕飿�
	7． 要使脆性较大的非晶态聚呜扲楘麗屦聜晓졎ඁ躏읙ᩗゖ䵏乧健饶葪↑코豟㩞屦采用什么方法？举例说明。
	8． Huggins参数的物理意义如何？在一定温度下｜晐㱎뙒䉠➍⡶葑獼ﭙ艏嗿ὗ⡎[驮뙒䉎ⷿ屦值与混呜扰쩮⥞ꙶ葑獼ﭙ艏嗿�
	9． PS的四氢呋喃溶液用GPC测定｜晾퍧鲉셎ஈ棿�
	10．根据表5-2列出的聚乙烯晶片厚度和熔点的实验数据｜暋핬䉦癲䝓驞ꚍ譎蹥偙❥葱鑰뤰ə艧鲀婎奰퍦癶葓問䵏卹钇走㫿屦问表面能是多少？
	11．为了减轻桥梁振动可在桥梁支点处垫衬垫。当货车轮距为10m并以60km/h通过桥梁时｜晫㉿ፑ뉑癣⽒ꣿ屦杜瑎ᝑ춚�ٛ偧健饓鮐屴择：
	12．已知某一聚苯乙烯试样的密度为｜晑癑薀媀﵎㨰ʂ익⡎ᦑ滿屢｜瑔豳꽝屢｜瑎㪋媂奰䵒㚐ɛ鱶葭屢溶剂｜晒ᥞ钋艏喑䵒㛿�
	13．在一次拉伸试验中｜晙㥑瞕함㝶葧屴效尺寸为：长8cm,宽2.5cm,厚0.lcm。若试样的杨氏模量为2.0GPa｜暕ꂏ紀㈀㔀　乔屦该试样伸长多少？
	14．由表2数据计算摩尔质量无限大的聚呜扲楶萰�
	15．假定聚呜扲楓㆔ﹺ貔﹎ⶐ⪐پ쑢ჿ屦请从式导出
	16．①根据教材表5-15聚乙烯片晶厚度/和熔点的实验数据｜晬䉑全䝦癓驞ꚍ譎蹥睙❥葱鑰뤰ɝ婎奰癏卓問䵏卹葱钇走₋핵⠀吀栀漀洀瀀猀漀渀ⴀ䜀椀戀戀獥륺屢教材公式5-45｜璋ꅻ鞈梗技ﴰȤ憂㩱钇走Ɏ㩦癏卛왞屦T-G公式的表达式是否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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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定义分子拉伸比｜晞癑饑愈梏빟༰�
	2． 试从下列高聚物的链节结构｜晛驠❒⑥굒ٛ傔ﹶ葧푠❢ᙒ᩠⟿屦并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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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下图所示｜晛麚豟青ぶ萀㍹쵎ൔ屦结构的PS的热机械曲线｜暋ݦ๔ҏ汓�륶葔൹屦并从分子运动机理说明这3种PS各属什么聚集态结构？.
	6． 已知PET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68℃｜晱鑰륎㨀㈀㘀㐡Ͽ屦画出50〜300℃之间PET的结晶速率曲线示意图｜晞癒ꁎ욋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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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某聚苯乙烯试样的分子量为416000,试估算其无扰链的均方末端距｜扝祟腫퓿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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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试述高聚物高弹性的热力学本质｜晞皋ꅻ響屢1｜璚�㥒ݓ�↑콎㩶葴٠憀⡢쥏㡫푎㨀㉥屦其单位体积内储存的能量杜瑙ᩜᇿ屢2｜瑢詎�筞Ꙏꒀ呶葪慶꺋함㝖者驗⠀㔀　╶葞鑓�屦测得其拉应力与温度的关系如表所示｜晬䈀㌀㐀　䭥땓�連�㥞鑒鮍ⅳ葶繒٥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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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出几种可以测定聚乙烯样品中片晶厚度的光谱和衍射方法。
	2． 根据热失重曲线(TG曲线｜晙艖︀⧿屦(1)比较热稳定性；(2)PVC热分解分两步进行的过程｜晎㩎쁎䡰㆑쵓ﶏ빒　㤀　─㼀⠀㌀⤀倀䕔谀倀卶葓�ᙧ㩴ٙ艏嗿�
	3． 透明的聚酯薄膜在室温二氧六环中浸泡数分钟就变为不透明｜暏�⽎㩎쁎䣿�
	4． 已知两种平均相对分子量相呜晶蒀婔屢物都是PE,如何鉴别哪一种是HDPE,哪一种是LDPE?举出乜瑹쵥륬핞皋๑癏鵣渰�
	5． 描述沉淀分级的乜瑹쵥륬헿屦指出每一种方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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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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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假定GPC谱图符呜扫捠ŒٞϿ屦证明：｜戀ㇿ屴当以V为横坐标时｜晜㱶勒ٛ傍⢑쿿᯿屢2｜瑜㱶勒ٛ傍⢑켰�
	10．假定聚乙烯的聚呜扞Ꙏ㨀㈀　　ヿ屦键角为｜晬䉏㡶ﹶ蒕罞Ꙏກㅥ쮏沔ﹶ葨㥗䝥륧⭺�䭫푐㰰ɞ癵ㅒٛ傏큒ꢉ쉰릉쩧큎鮚�ٛ偧健饗⡙ᙒ魏屵⡎ꝵὟ衙❟打�葓齖�
	12．杜瑎~뽟技婔屢物试样｜晑皈ᕓ�䱎㪏텏㱓⡖�䍒魛晪⅗譧散쾏屦蠕变试验时先加一应力｜晾케㔀獔ٞ鑒魘鹒ꁎ㫿屦求到10s时试样的形变值。已知模型的参数为；｜替ᬰ�
	13．温度一定时橡胶长度从拉伸到L｜晱땓�ㅎୟཾ��
	14．用磷酸乜璂濿屢｜瑏屧큎��婲槿屢｜瑶葘鹘兒䋿屦为了加强其相溶性｜暗Rꁑ敎y쵺�쩒䋿屢｜琰ʋ햕�쩒䉎๘鹘兒䉶蒐ɛ鱏卹푦⽙ᩜᇿ�
	15．计算平面锯齿型骨架链的每个C-C键对整条链的极化强度的贡献｜晞玈䱎躔屦在链的平面上｜晗艶躔﹞玗拿屢参考表1｜琰�
	16．聚苯乙烯在呜晨㝶葞鑒魎ஏ�䲈ᕓ�屦求在423K时比在393K或378K时的蠕变应答值快多少？已知聚苯乙烯的玻璃化温度为3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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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面分别是PMMA和PE单轴拉伸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
	2． 根据溶剂遜瑢葑⩓齒᧿屦试判断下列聚呜扲椀뙒䉏卼ﭗ⡞㡮⥎魓뚉屦哪些容易溶解｜晔鮖빮뙢ᙎ൮뛿屦并简述理由(括号内的数字为其溶度参数)。
	3． 与其他测定相对分子质量的方法比较｜暞콞Ꙭ핧屴什么优缺点？
	4． 试述交联橡胶平衡态高弹形变热力学分析的依据和所得结果的物理意义。
	5． Huggins参数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在良溶剂、溶剂和不良溶剂中｜晒ْ⭎㩙ᩜᇿᾚ�ٛ傔ﹶ葲뙠œ졙艏嗿�
	6． 试指出下列结构的聚呜扲槿屦其溶解过程各杜瑏啲祟臿屢1｜璗幦癠ƀ婔屢物；｜戀㋿屴非极性晶态聚呜扲槿᯿屢3｜瑧腠❦癠ƀ婔屢物；｜戀㓿屴低交联度的聚呜扲椰�
	7． 在3-甲基环戊烯阳离子聚呜扎ꝲ楶萀一䴀劌ㅎⷿ屦甲基质子区域杜瑓啾뽑煣⽜屦提出与NMR相符的聚呜扲楾퍧萰�
	8． 试比较凝胶色谱法和经典法两种测相对分子质量分布方法的优缺点。
	9． 对于稀溶液｜普ថན讈桹㩎㨰ɑ癎ⵎ㩮뚍⡶葭卞屦为纯溶剂的摩尔体积。求高分子溶液的｜晞皋ꢋ멎ઘ顢䂏葐佤楜ᒏ읒榁ㆀﴰ�
	10．已知增塑PVC的为338K｜晭䅒ꡭ㭓 ﷿屦433K时的黏度为5Pa・s。试计算该增塑PVC在338K和473K时的黏度各为多大？
	11．对聚异丁烯｜戀倀䤀䋿屴在25C10h的应力松弛达到模量。利用WLF方程｜晗⠀ⴀ㈀〡͎உ膏빒ぶ屦的模量需要多少时间？｜戀倀䤀䉶蓿屴
	12．标准线性固体模型中黏度和模量如图所示｜暋햋셦卵⡫损♎ꑓ�鑒魏屵⡎躋⅗譥屦其内耗正切的表示式为
	13．根据图11的数据求出该聚呜扲楶葞玈慱鑰뤰�
	14．若聚呜扲榞콟㥧繟᭶蒈梉쉭㭓 ﷿屢｜瑓ㅞ獹ﭖ偛葉⥞ꙏ屖屢｜瑶葥鱳蝬䉟響屦此图将为一条直线。｜戀ㇿ屴试用通用常数和从WLF方程中｜晟靑愈梉쉭㭓 ﵶ葑ﵥ炈梏빟༰ɞ癒ْ⮋ꅻ靟協豥屦两种聚呜扲楶蒈梉쉭㭓 ﵶ葥灐㰀㯿屢2｜璋셦卥屦表观活化能变得与温度无关｜晢䁧屴材料的表观活化能都趋近于17.14kJ/mol。
	15．已知聚异丁烯溶解在苯中时｜普⥞Ꙏ㨀㈀㐡̰�
	16．某高分子溶剂体系的K和分别是和0.70。假如一试样的浓度为｜晗⢞콞ꚋꅎ葭䆏읥㨀㐀㔀⸀㐀珿屦溶剂的流过时间为100.0s｜暋핵⡎p륬핏るꆋ함㝶葶勒ٛ傍⢑켰�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下表为四种聚呜扲楶葧Y❓챢顜ѥ灣滿屢｜晑癎ⵦ⽬뽷䂔ﺏ瑔ᅶ葢顜ӿ屦是横向的折射率｜琰ʋ칒ٛ偾퍧蒉퉞ꚉ쩎㩎쁎䡎ൔ屦聚呜扲楶葝⮏�䡙✰�
	2． 何谓强迫高弹形变？为什么玻璃态高聚物会发生强迫高弹形变？强迫高弹形变在任意温度下都可以发生吗？为什么？
	3． 黏度法测定过程中如何保证浓度准确？
	4． 比较下列聚呜扲楛略葱鑰릚�仿屦并简述理由。
	5． 解释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的术语“暗场”｜打猠ᱦ面正콗㨠᷿屴。
	6． 下列物理量在Tg转变区域内｜暖轷䁮⥞ꙶ葥㥓�艏啓�ή㭑廙䥖攰�
	7． 天然橡胶经裂解色谱-质谱联用仪器分析知道｜暈슉ꝲ楎ⵧ屴大量I碎片｜暀屦且只杜瑜ᆑ케䤀䥸蹲䟿屦由以上事实则关于天然橡胶的链结构｜抔﹣ꕥ륟屴可得到什么结论？
	8． ｜戀ㇿ屴将熔融态的聚乙烯｜戀倀䗿屴、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戀倀䔀哿屴和聚苯乙烯｜戀倀叿屴淬冷到室温｜昀倀䕦⽓䪐ས蓿屦聜昀倀䔀呔谀倀卦⾐ས萰Ɏ㩎쁎䣿屢2｜瑜َએ萀倀䔀咐ས함㟿屦在接近玻璃化温度Tg下进行拉伸｜晓텳낋함㝙ᚉ쉵㆐ས๓�㩭六䫿屦试从热力学观点来解释这一现象。
	9． 求20℃时摩尔质量｜晫푏卹蒈䁾ꊆ쭶絒ٛ偗⡬㑎葢楥捼ﭥ灝䁾ꊆ쭶絒ٛ偶葟扲뙦⽴͟扶蓿屦Stokes定律成立｜昀㈀〡ͥ㑶蒞콞�
	10．假定共混体系中｜晎⑾쑒ڀ婔屢物｜抗幧腠❢ᙟㅧ腠⟿屴的分子量不呜晏䙗䝎㩓啒٥捶蓿屦。试写出计算临界共溶温度和该温度下组成关系的方程式｜晵㭑切牒ْ⭎㩜ཎ踀ㅔ豙❎踀ㅥ卼ﭶ葥쮂艾뽹㩡བ︰�
	11．黏弹松弛的表观活化能可以通过对1/T作图的斜率｜扎塎勿屴得到。该图是一条曲线｜晓獭㭓 ﵧ屴温度依赖性。｜戀ㇿ屴从WLF方程得到活化能的表达式｜晙艧鱢ᘀ㐀　　䭥屦分别计算在时的活化能值。｜戀㋿屴说明当时活化能变得与温度无关｜晛異䁧屴高分子材料都近似为4.1kcaL。
	12．松弛模量E｜戀瓿屴可由下式得到。假定。证明［此式叫做的一级近似式｜晓⥵⡛荎츀䗿屢t｜瑶葛鹭䭐㱧數湛髿㴰�
	13．已知Maxwell模型的方程如下
	14．假如每摩尔链的链端的超额自由体积贡献是｜暋햋ꉛ驎캁ㅏ卹ڋ멑禎텟青ぶ葶勒ٛ傍⢑콛寧煔쵶葥륺ⷿ屦聚苯乙烯的常数K,并与上题由实验所得的结果相比较。
	15．对聚碳酸酯样品进行拉伸实验｜晢쥏㢐ٶ蒋함㝜㩛㨀　　휀　휀ㇿ屢mm｜琀ⱎ梋끟啶葦⽢쥒魔豙㥑睶葏䵹אּɟ卙㥑睏䵹פֿ㨀　⸀㐀洀浥葢쥒魎㨀　　一Ⱬ摥㝔셓텵ὶ葦⽟㥠❟打�ɗ⡙㥑睏䵹פֿ㨀㈀　洀洰Ţ쥒魎㨀㘀　　乥텵䡧രɧT屦样品断裂时的拉力为800N,夹具的总位移为80mm。试求聚碳酸酯的杨氏模量、屈服强度、屈服伸长率、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16．已知聚乙烯醇在30℃于水中A=0.095nm｜晬䉑登䥥䢁ㅾ퍔屢链的链段长？｜扝䌠᐀䎕⺕缀　⸀㔀㐀渀淿屦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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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说明高聚物中两种断裂的特点｜晞癵㭑祈⑹쵥궈쉶葞鑒鬀ⵞ鑓�뼰�
	2． 简述质谱法｜戀䴀叿屴测定聚呜扲楒ٛ傑콶著逸ⱓ齴ۿ屦所得分子量是相对分子量还是绝对分子量？
	3． 为什么温度低于熔点时PA6不可能通过非常狭窄的口模？聜暀婎奰⡶屦情况下却是可以的？
	4． 解释下图中的两种共混高聚物的动态力学性能。
	5． 现杜琀䅎㪀媂奰ຘ穎Ū憀葑煭槿屢20：80质量比｜瓿ᬀ䉎㪂奰๎Ŏ豰쑑熀婶葎Ƃ憀屢平均组成与共混物的组成相呜替屴。试比较两种样品的力学损耗因子与温度的动态力学曲线。
	6． 采用“共聚”和“共混”方法进行聚呜扲楥㥠❧屴何异呜晰맿�
	7． 试讨论高分子溶液在高于、等于、低于温度时｜晑癰魛晠➍⡔љ艏嗿ᾚ�ٛ偗⡮뙭뉎葜㩛扠œ졙艏嗿�
	8． 聚氯乙烯用镜晼襗⡎豬❑浳꽎ⵖ�䅙Ѵۿ屦结果发现杜琀㠀㘀╝葬⾈ꮁ㆖擿屦产物中杜瑳꽎ᥰ퍧蓿屦聜晥䌀㴀䍾퍧蓿屦就此实验事实｜暋婬⽎奰﹎ⵓ問卶蒕ꕥ륟༰�
	9． 将一块橡胶试片一端夹紧｜晓zꁎઍᾃ矿屦使之自由振动。已知振动周期为0.60s,振幅每一周期减少5%,试计算：｜戀ㇿ屴橡胶试片在该频率｜扢ᙣ⽞䗿屴下的对数减量｜戥돿屴和损耗角正切｜拿屴;｜戀㋿屴假若｜暕ᩜᅔ桧ὔ함㝶董⽒ꡣ⽞䕜ّ콜ᅒろ睙쭐㱶葎S䫿�
	10．一交联橡胶试片｜暕缀㈀⸀㠀挀淿屦宽1.0cm｜晓騀　⸀㈀挀淿屦质量0.518g｜晎踀㈀㔡ͥٛ荢쥏㠀ㅐ屦测定张力为1.0kg｜晏ほ鞋함㝿冔ﹶ葞獗䝶勒ٛ傍⢑켰�
	11．某交联橡胶试样于298K时｜晾콭䮋핟靎灣滿핲䝜㩛㴀　⸀㈀挀洀휀挀洀휀㈀⸀㠀挀洀ⲋ핲䞍⢑케㴀　⸀㔀㠀最ⲋ핲䞈ꭢ쥏㡎P葢쥒鬀昀㴀⸀　欀柿ᮋ핵ㅎ灣湬䉫摪憀葿冔﹞獗䝶勒ٛ傍⢑켰�
	12．｜戀ㇿ屴10mol相对分子质量为1000的聚呜扲楔谀　洀漀汶勒ٛ傍⢑콎㩶葔屦种聚呜扲業屢｜暋햋ꅻ霰İĀ摔賿屦讨论混呜扒䵔摔豶葓�ᘰ˿屢2｜琀　　　杶勒ٛ傍⢑콎㨀　　ぶ蒀婔屢物和1000g相对分子质量为的呜晹춀婔屢物混呜拿屦d又为多少？
	13．聚乙烯主链C—C键长为0.154nm,键角为109.5 ,极限特征比。试计算其链段长度即｜戀䬀甀栀溕罞屴b。
	14．一取向聚呜扲楎ⵎS䩾퍧葓啑䍎๓슀ͥ륔ᅢက㌀　ᘀ㔀　⁙㦉틿屦另一半成15 或165 夹角｜晑癓챢顜ѐ㱎㨀　⸀　㌰ʋꅻ靛豑桓啔ᅓ화ᅨ㝔셶葓챢顜а�
	15．甲苯的｜暂⡵㊂屎㪀媂奰葘鹘兒䋿屦试估算含杜琀㈀　╏卹٥灵㊂蒀媂奰葐㰰�
	16．已知PE和PMMA的流动活化能分别为41.8kJ/mo1和192.3kJ/mol｜昀倀䕗⠀㐀㜀㌀䭥蒞콞屦聜昀倀䴀䴀䅗⠀㔀㌀䭥蒞콞屦


	中原工学院816高分子物理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用偏光显微镜观察140℃等温结晶的IPP样片和自然降温结晶的IPP样片。它们各存在何种成核方式？怎样证明？
	2． 什么叫构型和构造？写出聚氯丁二烯的各种可能构型；举例说明高分子链的构造。
	3． 观察到含杜瑾뽟抑潗勇蒀婎ᥰ碑濿屦其随n的增加聜晧屴规律地减少｜晵⢁ㅏ卹ڋ몉쪏�s낌愰�
	4． 用膨胀计法测得相对分子质量从3.0×103~1.0×105的8个级分聚苯乙烯试样的玻璃化温度Tg｜晙艎ஈ栰�
	5． 从结构出发排列出下列各组高聚物顺序并简要说明理由。
	6． 讨论聚呜扲楶葎屴种断裂理论｜暋๑皉쉰뤰ƈ梏빟པ貐ɵ⢃͖�
	7． 说明“橡胶弹性唯象理论”的优缺点。
	8． 什么是高分子理想溶液？它与小分子理想溶液杜瑏啧ⲍ⡓㩒⯿�
	9． 对聚碳酸酯样品进行拉伸实验｜晢쥏㢐ٶ蒋함㝜㩛㨀　　휀　휀ㇿ屢mm｜琀ⱎ梋끟啶葦⽢쥒魔豙㥑睶葏䵹אּɟ卙㥑睏䵹פֿ㨀　⸀㐀洀浥葢쥒魎㨀　　一Ⱬ摥㝔셓텵ὶ葦⽟㥠❟打�ɗ⡙㥑睏䵹פֿ㨀㈀　洀洰Ţ쥒魎㨀㘀　　乥텵䡧രɧT屦样品断裂时的拉力为800N,夹具的总位移为80mm。试求聚碳酸酯的杨氏模量、屈服强度、屈服伸长率、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10．根据图10给出的SAXS数据｜暋햋ꅻ需匀䄀堀卶蒕罔桧ὔ豦癏卞獗䝓驞�
	11．橡胶带初始截面积为15mm×1.5mm,在300K时用10N外力拉伸至初始长度的3倍｜晪憀葛왞Ꙏ㫿屦求橡胶平均网链相对分子质量。
	12．某一聚苯乙烯试样｜晝㘀〡ͥ콞Ꙏ㫿屦试预计时及120 C时的黏度。
	13．杜瑎N⩎貀婶蒆쭶綍⣿屦它是一个杜琀㈀　▉뭢ၓ問卶葞玈慏卼ﯿ屦当此体系的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80000时｜晬䉛荶葓問卶勒ٛ傍⢑쿿屢｜瑔豞玈慏卼ﭶ蒑쵗䝶勒ٛ傍⢑쿿屢｜瑔ю㩙ᩜᇿ�
	14．棒状聚呜扲楶葶蓿屢2r｜瑎㨀　洀洰ƕ缀洰ʋ婔屢物表现为杜瑷䁢쥏㢈ᕓ�풑콶葾뽠➞콟㥠➈䱎㫿屦蠕变柔量可以表达为｜暏�쳿屦的单位是h。在垂直悬挂的棒状聚呜扲楎ୠ걣ʍ⢑케䴀㴀　欀杶蒑쵲槿屦分别求出悬挂1h、10h、100h后｜暕罞ꙶ葓�ᘰ�
	15．PP纤维的射线衍射照片如图所示｜暋ꅻ靾ꑾ䥔屦周期｜晞癣ꡥ궔蒌愰˿屢相机半径r=45.0mm｜�
	16．杜瑎N⪞콟㥏叿屦已知其｜抚�㧿屴和E｜抚�㧿屴分别为,当原始应力为时求：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将PET｜払䙔셔ൎ㨀䴀礀氀愀牢ᘀ䐀琀愀淿屴从300℃｜扲뙠Ĥ惿屴快速冷却到室温。产生的材料是刚性的和完全透明的｜扲뙠Ĥ懿屴。然后将此试样加热至100℃｜扲뙠Ĥ拿屴并维持在此温度｜晗⡫摧ᾕ莐ၮၓ�㩎ඐས屢状态④｜瓿屦接着冷却到室温又发现变硬｜晫摥⽎ඐས屦不是透明体｜扲뙠Ĥ擿屴。该聚呜扲楶萀吀洀㴀㈀㘀㜡Ͽ屦Tg=69℃。画出比体积对温度的曲线草图｜晗⡖﹎੨ݑ切吀浔谀吀柿屦以及上述状态①到状态⑤所在的位置。
	2． 用热力学原理解释溶解和溶胀。
	3． 写出杜瑓홎葎豰콒ꂀ婓쵞鑟青ぶ蒀婔屢物｜暂Ά兓問卶萀ㇿ屦4-加成和单体头-㹶ꗿ屦则理论上可能杜瑑쵺쭏卟ɧ蓿�
	4． 测定聚呜扲楥灗䝒ٛ傑코貑쵗䝒ٛ傑콶葥륬핧屴哪几种？每种方法适用的分子量范围如何？
	5． 已知PET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68℃｜晱鑰륎㨀㈀㘀㐡Ͽ屦画出50〜300℃之间PET的结晶速率曲线示意图｜晞癒ꁎ욋ะ�
	6． 测定聚呜扲楾퍦癞ꙶ葥륬핧屴哪几种？简述其基本原理和实验应该注意的问题。不呜晥륬항䭟靶葾퍦癞Ꙧ⽔♶屦？为什么？
	7． 不受外力作用时橡皮筋受热伸长｜暀屦在恒定外力作用下却受热收缩,试用高弹性热力学理论解释。
	8． 根据溶剂遜瑢葑⩓齒᧿屦试判断下列聚呜扲椀뙒䉏卼ﭗ⡞㡮⥎魓뚉屦哪些容易溶解｜晔鮖빮뙢ᙎ൮뛿屦并简述理由(括号内的数字为其溶度参数)。
	9． 由X射线衍射法测得规整聚丙烯的晶胞参数为｜昀Ⰰⱎꒉ틿屦为单斜晶系｜晫콎⩦皀�⭧屴四条螺旋链。试根据以上数据｜暘葭䭛豑桾퍦癶蒉쑥璀婎ᥰ葫푛륔豛왞˿屢注：｜�
	10．假定GPC谱图符呜扫捠ŒٞϿ屦证明：｜戀ㇿ屴当以V为横坐标时｜晜㱶勒ٛ傍⢑쿿᯿屢2｜瑜㱶勒ٛ傍⢑켰�
	11．松弛模量E｜戀瓿屴可由下式得到。假定。证明［此式叫做的一级近似式｜晓⥵⡛荎츀䗿屢t｜瑶葛鹭䭐㱧數湛髿㴰�
	12．计算M=250000g/mol的聚乙烯链的均方根末端距｜晐䝛驎㩻䥥䢁ㅾ퍔屢链｜暔﹫떕罎㨀㠀⸀㕎⨀䌠᐀䎕⸰�
	13．假定某一聚呜扲極ㅓ啒٥捾쑒䅔谀䉾쑢ჿ屦A和B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100000和400000。问分别以｜戀ㇿ屴A：B=1：2｜抍⢑콫퓿屴；｜戀㋿屴A：B=2：1混呜扨㝔쇿屦混呜扲楶葔豎㩙ᩜᇿ屢3｜琀䇿ᨀ䈀㴀ㇿᨀ㋿屦=0.72｜暋ꅻ響屦并比较、、的大小。
	14．某聚呜扲楶蒞콟㦈䱎㩓⠀䬀攀氀瘀椀湪⅗譣쾏ɟ卥뵒ꁶ葟⁞鑒鬰ť㨀　獥屦其长度为初始长度的1.15倍；除去应力10s后｜暕罞ꙓ�ၒᵙ쮕罞ꙶ萀⸀ぐരʋ햋ꅻ鞋⅗譶葟㥼❪↑쿿屢E｜琰�
	15．若把聚乙烯看做自由旋转链｜晑癧⭺�ൎ츀䜀愀甀猀獒ٞ͑ﵥ烿屦且已知C-C键长为0.154nm｜暕⺉퉎㫿屦试求：
	16．若把聚乙烯看作自由旋转链｜晑癧⭺�ൎ츀䜀愀甀猀獒ٞ͑ﵥ烿屦且已知C—C键长为0.154nm,键角为109.5 ,试求：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根据下图说明这几种高分子材料的介电损耗与温度的关系。
	2． 聚呜扲楶蒋롙ᩞ鑒鬀ⵞ鑓�뽎ⷿ屦屈服点和断裂点之间的区域是一平台。这平台区域的意义是什么？温度升高或降低能使平台的尺寸增加或减少？
	3． 列举乜瑎⩴ٵㆋ๎㩎쁎䡢ᅎ蒞콟㥪⅗譎ﵵ⡧斋퍦皀婔屢物的行为。
	4． 提出几种可以测定聚乙烯样品中片晶厚度的光谱和衍射方法。
	5． 形成PE｜昀倀側ͦ癓챢顜Ѷ葫掍ὠ❶葧慎⽎쁎䣿�
	6． 下图所示｜晛麚豟青ぶ萀㍹쵎ൔ屦结构的PS的热机械曲线｜暋ݦ๔ҏ汓�륶葔൹屦并从分子运动机理说明这3种PS各属什么聚集态结构？.
	7． 光谱和散射方法都可以测量分子链取向。试对这些方法作简要描述。
	8． 聚烯烃在高温下很容易被氧化｜晜癦⽗⡢靬❓ᙒ䉎൛塗⡶葠앑땎ରɾꉙᙑ䦌ㅬ핞㡵⡧數湛马❓ᙲ楶葭卞屦该种分析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9． 已知顺式聚异戊二烯每个单体单元的长度是0.46nm｜暀屦且｜扑癎ⴀ湎㩓問卓啑䍥灶屴。问这个大分子统计上的等效自由结呜抔ﹶ蒔﹫땥灔貔﹫떕罞�
	10．完全非晶聚乙烯的密度｜暂癫콤楜ᒑ쵙ൾ퍧葓啑䍶葑薀媀ﵻ䥎踀㠀⸀㔀㜀㜀欀䫿屦试求其CED值。
	11．已知240℃下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的黏度为200Pa s,其黏流活化能为184kJ/mol,为100℃,求其在250℃时和230℃时的黏度。
	12．若聚呜扲榞콟㥧繟᭶蒈梉쉭㭓 ﷿屢｜瑓ㅞ獹ﭖ偛葉⥞ꙏ屖屢｜瑶葥鱳蝬䉟響屦此图将为一条直线。｜戀ㇿ屴试用通用常数和从WLF方程中｜晟靑愈梉쉭㭓 ﵶ葑ﵥ炈梏빟༰ɞ癒ْ⮋ꅻ靟協豥屦两种聚呜扲楶蒈梉쉭㭓 ﵶ葥灐㰀㯿屢2｜璋셦卥屦表观活化能变得与温度无关｜晢䁧屴材料的表观活化能都趋近于17.14kJ/mol。
	13．两种聚乙烯试样｜晑癲䝦癓驞ꘀ䥒ْ⭎㨀㌀　渀浔谀㔀渀洀ⱱ鑰륒ْ⭎㨀⳿屦假设折叠表面的表面自由能｜晦癏卶葛왞ꘀⱑ癥偓驶葦癏危钇赥問䶍⢑콶葱ፘ黿屦试确定平衡熔融温度。
	14．称取交联后的天然橡胶试样｜晎踀㈀㔀 䍗⡫捶硰鑒䉎뚀쀰ʏ빮뚀쁞玈慥屦测得体积溶胀比为4.0。已知高分子-溶剂相互作用参数｜暀婔屢物的密度｜普뙒䉶葤楜ᑏ卹㫿屦试计算该试样的剪切模量G｜戀刀㴀㠀⸀㌀㐀䨀⼀䬰ﬀ洀漀泿屴。
	15．杜瑎N⩲祫詼筗譶葪憀屦像一个新-虎克固体｜昰ʋ햋ꅻ響屢1｜瑢쥏㡪⩢⪗扶蒋쵧⩏㡜啶葪憀罧慒け癓齙쮕罞ꙶ葎䂗�腶葒鯿屢F｜瓿᯿屢2｜瑓譿⥪⩢⪗扶蒅葲䝒け癓齙쭓驞ꙶ葎S䩥屦需要多大的力｜戀䛿屴?｜扙艧鲋함㝓⡪⩔ᆁㅏ㡜嗿屴。对于①和②的真应力各为多大？
	16．试计算下列乜瑹쵠앑땎୶葭屢隔值｜晑百퍧鲋๎虎쁎䢕飿屢已知｜�

	2024年高分子物理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简述聚呜扲椀뙒䉏卼ﭮ뙒䊐屴择的乜瑎⩓齒ᤰ�
	2． 简述高分子液晶的研究现状｜晎㹏讋๑癞鑵⡎㰰�
	3． 下面分别是PMMA和PE单轴拉伸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
	5． 现杜琀䅎㪀媂奰ຘ穎Ū憀葑煭槿屢20：80质量比｜瓿ᬀ䉎㪂奰๎Ŏ豰쑑熀婶葎Ƃ憀屢平均组成与共混物的组成相呜替屴。试比较两种样品的力学损耗因子与温度的动态力学曲线。
	6． 试讨论非晶、结晶、交联和增塑高聚物温度形变曲线的各种情况｜技Ά其勒ٛ傍⢑켰ž퍦癞Ŏꒀ呞Ꙕ豘鹘兒䉔⮑콎ൔ屦的各种情况｜琰�
	7． 写出四种常用的测定纤维取向的方法｜晞皋䭛驶葒ْ⭦⽔쵓화ᄰ�
	8． 几种聚呜扲楶葛ﱵ㕠✀⠀⥎⥞ꘀ⠀⼀吀⥶葑獼ﭙ艖︀　ⴀ㝢䁹㨰ɵㅖ﹎Ѧ뽶葟扲뛿屦就温度对导电性的影响和绝缘材料的使用温度可得到什么结论？
	9． 已知Maxwell模型的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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