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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多元醇对对苯二异氰酸酯基聚氨酯微孔

弹性体的形态与性能影响

郇　彦ａ，ｂ　李肖肖ａ，ｂ　田雨ａ，ｄ　王　杰ｃ　杨小牛ａ，ｃ

（ａ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复合材料工程实验室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ｂ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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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２３００２６）

摘　要　以对苯二异氰酸酯（ＰＰＤＩ）、１，４丁二醇、水、聚四氢呋喃醚多元醇（ＰＴＭＥＧ）和氢化端羟基丁二烯多
元醇（ＨＬＢＨ）为原料，采用两步法制备出聚氨酯微孔弹性体样品。通过傅里叶变换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
（ＦＴＩＲＡＴＲ）、动态机械分析（ＤＭＡ）、差示扫描量热仪（ＤＳＣ）、万能材料试验机等技术手段对样品的微相分
离、耐低温性能、动态生热进行了系统表征。结果表明，两种多元醇结构对泡孔尺寸影响不大，微孔尺寸在

１００～３００μｍ之间，其中以１５０μｍ尺寸左右的泡孔居多；ＨＬＢＨ制备的聚氨酯微孔弹性体硬段形成的氢键数
量多于ＰＴＭＥＧ制备的微孔弹性体，具有更好的微相分离；由于较好的微相分离结构，ＨＬＢＨ样品在 －３０～
１５０℃具有很宽的模量平台区，而ＰＴＭＥＧ样品受软段的低温结晶影响，在０℃以下模量急剧上升，ＨＬＢＨ样品
低温下的刚度变化优于ＰＴＭＥＧ样品；同时ＨＬＢＨ样品的滞后生热亦小于ＰＴＭＥＧ样品，具有更好的动态疲劳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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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是分子结构中含有许多重复的氨基甲酸酯基团的一类高分子材料的统称，主要由异氰酸酯、

多元醇、小分子醇（或胺）通过缩聚反应制得，结构中包含软段和硬段。异氰酸酯和小分子醇（或胺）被

称为硬段组分，并通过氢键作用发生聚集形成硬段相；多元醇一般称为软段，并聚集形成软段相［１３］。聚

氨酯按照用途进行分类，可分为聚氨酯泡沫、聚氨酯弹性体、聚氨酯微孔弹性体、聚氨酯胶黏剂、聚氨酯

涂料以及聚氨酯合成革［１］。其中，聚氨酯微孔弹性体是一种介于聚氨酯弹性体和聚氨酯泡沫之间的微

孔发泡材料，其密度在０２～０９ｇ／ｃｍ３范围内，泡孔直径在１００μｍ左右，该材料兼具了泡沫材料质量
轻、耐冲击性、缓冲性能好和弹性体的强度高、耐磨性好的优点。与一般橡胶相比，微孔聚氨酯弹性体具

有强度高、韧性好、压缩应力传递性平稳以及抗疲劳性好等优异的力学性能，因而被广泛地应用于鞋

底［４］、减震［５］等方面。尤其是在减震方面，这种材料具有优异的吸收冲击性能，对冲击能量的吸收率能

达到７５％～９５％［６］，在汽车、高铁等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７１０］。

不同的硬段含量、交联程度、化学组分均会对聚氨酯微孔弹性体的形态、疲劳、回弹等性能产生影

响［１１１６］。目前，聚氨酯微孔弹性体的制备多是基于对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ＭＤＩ）体系，ＭＤＩ的对称性
差，ＭＤＩ体系的微孔弹性体在疲劳、永久变形方面有待提升。采用高对称结构的１，５萘二异氰酸酯
（ＮＤＩ）可显著改善材料的耐疲劳、永久变形等性能［１７１８］，但ＮＤＩ体系聚氨酯材料的制备反应活性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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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要求苛刻，限制了该类材料的规模化应用。对苯二异氰酸酯（ＰＰＤＩ）与 ＮＤＩ具有类似的对称结构，
由其制备的聚氨酯微孔弹性体具有较低的压缩永久变形［１９］。Ｋａｚｍｉｅｒｃｚａｋ等［２０］研究了不同数均相对分

子质量的多元醇对ＰＰＤＩ基聚氨酯的微相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随着多元醇数均相对分子质量的降
低，硬段的吸热峰变得更尖锐，强度增强。拉伸强度和初始模量也随硬段含量的上升而增加，表明硬段

排列的有序度增加。此外，同时期的研究工作［２１］证明了较高的退火温度有利于硬段相的聚集，增加微

相分离程度。Ｘｉａｏ等［２２］研究了ＮＣＯ／ＯＨ的比值和抗氧化剂的加入方式对聚氨酯弹性体热稳定性的影
响，结果表明，ＮＣＯ／ＯＨ的比值增加会使试样的热稳定性降低；相比将抗氧化剂加入到预聚体和扩链剂
中混合，在开始制备预聚体时加入抗氧化剂所制备的试样热稳定性更差。然而，针对多元醇的化学结构

对ＰＰＤＩ基聚氨酯形态以及低温性能的影响开展的研究工作偏少。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了聚四氢呋喃醚
多元醇（ＰＴＭＥＧ）和氢化端羟基丁二烯多元醇（ＨＬＢＨ）两种多元醇对于聚氨酯材料形态及低温性能的
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和仪器
对苯二异氰酸酯（ＰＰＤＩ），工业级，购于杭州伊联化工有限公司；聚四氢呋喃醚多元醇（ＰＴＭＥＧ，

Ｍｎ＝２０００），工业级，购于上海山吉化工有限公司；氢化端羟基丁二烯多元醇（ＨＬＢＨ，Ｍｎ＝２１００），工业
级，购于上海殊誉化工有限公司；１，４丁二醇（ＢＤＯ），分析纯，购于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二月桂酸二
丁基锡（Ｔ１２）、三乙烯二胺（３３ＬＶ）、匀泡剂（３０４２）均为工业级，购于美国气体公司。

ＸＬ３０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荷兰 ＰＨＩＬＩＰＳ公司）；Ｖｅｒｔｅｘ７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ＦＴＩＲ，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ＤＭＡ４５０型动态热机械分析仪（ＤＭＡ，法国 Ｍｅｔｒａｖｉｂ公司），测试模式为拉
伸模式，测试温度范围 －７０～１８０℃，升温速率 ３℃／ｍｉｎ，试验频率 １Ｈｚ；Ｑ１００型差示扫描量热仪
（ＤＳＣ，美国ＴＡ公司），先将样品以２０℃／ｍｉｎ的速率降温到－９０℃，５ｍｉｎ后，以１０℃／ｍｉｎ的速率升温
至２５０℃；５９８２型电子万能材料力学试验机（英国 ＩＮＳＴＲＯＮ公司），将试样置于环境温度箱内，采用位
移控制模式，以２ｍｍ／ｍｉｎ的加载速率，将试样压缩至４０ｍｍ（基于ＰＴＭＥＧ制备的试样在－４０℃时只压
缩到３５ｍｍ），记录材料的力位移曲线；ＧＴＤＦ８０００型动态疲劳试验机（台湾高铁测试仪器有限公司），
将试样放置于动态疲劳试验机的上下压盘之间，先将试样压缩１６ｍｍ，然后以４ｍｍ的振幅进行振动，振
动频率４Ｈｚ，取１０００次的数据进行滞后回环曲线绘制。
１．２　聚氨酯微孔弹性体的制备

微孔弹性体的制备采用两步法，首先是预聚体的合成，然后进行扩链发泡。

１．２．１　预聚体的制备　取１ｍｏｌ的多元醇于１３０℃的条件下真空（真空度≤３００Ｐａ）脱水１２０ｍｉｎ，然
后降温至７０℃并通入Ｎ２气，将２ｍｏｌ的 ＰＰＤＩ加入到７０℃的多元醇中，于 Ｎ２气气氛下反应１２０ｍｉｎ，
得到预聚体，预聚体的ＮＣＯ值（ｘ％；１００ｇ预聚体所含的异氰酸酯基团（—ＮＣＯ）的质量ｘｇ）通过二正丁
胺法确定。

１．２．２　微孔弹性体的制备　扩链剂的配置：分别称取５４０７２ｇ（０６ｍｏｌ）ＢＤＯ、７２ｇ（０４ｍｏｌ）去离子
水、０１ｇＴ１２、０１ｇ３３ＬＶ、０２ｇ３０４２于室温下混合均匀备用。

发泡成型：称取一定量的预聚体，按照式（１），通过预聚体的 ＮＣＯ值计算出所需扩链剂的质量，扩
链系数（ＮＣＯ／ＯＨ）取０９５。

ｍ１ ＝ｍ２×ｘ％ ×０９５ （１）
式中，ｍ１为扩链剂的质量（ｇ），ｍ２为预聚体的质量（ｇ）。

将预聚体和混合扩链剂在７０℃的烘箱中预热２０ｍｉｎ，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下搅拌３０ｓ后，迅速将
试样倒入到１００℃模具中，合模后在热压机上热压３０ｍｉｎ，将试样从模具中取出，接着在１００℃的烘箱
中退火２４ｈ，然后将试样从烘箱中取出，室温下存放７ｄ后，进行形态和力学性能表征。用于形态表征的
试样制备成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６ｍｍ的试片，用于不同温度下静态刚度和滞后回环曲线测试的样品制
备成某车型所用的聚氨酯缓冲块，具体形状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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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用于静态刚度和动态滞后回环曲线测试的聚氨酯缓冲块样品
Ｆｉｇ．１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ｂｕｆｆｅｒｂｌｏｃｋ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ｌｏｏｐｃｕｒｖｅｔｅｓｔ

Ａ．ＰＴＭＥＧ；Ｂ．ＨＬＢＨ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
首先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所制备聚氨酯微孔缓冲块的泡孔形态进行了表征，结果如图２所示。

通过图２可以看出，两种多元醇制备出的聚氨酯微孔弹性体的泡孔形态类似，泡孔尺寸均在 １００～

图２　聚氨酯微孔弹性体试样的ＳＥＭ照片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ＰＴＭＥＧ；Ｂ．ＨＬＢＨ

图３　不同多元醇微孔弹性样品的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３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ｙｏｌｓ

ａ．ＰＴＭＥＧ；ｂ．ＨＬＢＨ

３００μｍ之间，其中以１５０μｍ尺寸左右的泡孔居多，
这说明多元醇的化学结构对聚氨酯微孔弹性体的泡

孔形态影响不大。

２．２　红外光谱表征
聚氨酯材料的最终使用性能与其微相分离程度

密切相关，聚氨酯的相分离的驱动力来自于硬段之

间由于氢键作用引起的硬段相结晶聚集，进而与多

元醇构成的软段不相容，产生微相分离。红外光谱

是表征高分子中氢键的有效手段，氨基甲酸酯基中

的自由羰基和形成氢键的羰基对应红外振动峰分别

在１７３０和１７００ｃｍ－１附近［２３２６］。由图 ３可以看出，
基于ＰＴＭＥＧ和 ＨＬＢＨ制备的微孔弹性体，在１７３０
和１７００ｃｍ－１两个位置均有吸收峰出现，其中
１７００ｃｍ－１处吸收峰强度远远大于１７３０ｃｍ－１吸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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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说明两个样品中绝大多数硬段链段通过氢键形成了聚集。相比 ＰＴＭＥＧ样品，ＨＬＢＨ样品的在
１７３０ｃｍ－１处吸收峰更弱，说明ＨＬＢＨ样品的相分离程度优于 ＰＴＭＥＧ样品，这主要是由于 ＨＬＢＨ分子
链中不含有醚键等极性基团，与硬段相的相容性更低，因此更容易发生微相分离。

２．３　动态热机械表征
为了进一步研究微相分离程度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对 ＰＴＭＥＧ和 ＨＬＢＨ制备的聚氨酯微孔弹性样

品进行了ＤＭＡ测试，测试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以看出，基于ＰＴＭＥＧ多元醇的微孔弹性体样品的
模量平台区为１０～１６０℃范围内，基于ＨＬＢＨ多元醇的微孔弹性体样品的模量平台区在 －３０～１５０℃
范围内。ＨＬＢＨ样品在低温条件下的模量稳定性远远优于 ＰＴＭＥＧ样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１）ＨＬＢＨ样品的微相分离程度更彻底，模量在玻璃化温度下可以产生突降；２）ＰＴＭＥＧ样品在低温下产
生了结晶行为，导致其模量在低温时远远高于 ＨＬＢＨ样品。关于微相分离程度的猜测已在红外中
（图３）得以证实，关于ＰＴＭＥＧ的低温结晶行为将通过后面的ＤＳＣ予以确认。

图４　不同多元醇微孔弹性样品的模量温度变化
曲线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ｕｌｕ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ｙｏｌｓ

ａ．ＰＴＭＥＧ；ｂ．ＨＬＢＨ

图５　不同多元醇微孔弹性样品的ＤＳＣ曲线
Ｆｉｇ．５　 ＤＳＣ 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ｙｏｌｓ

ａ．ＰＴＭＥＧ；ｂ．ＨＬＢＨ

２．４　ＤＳＣ表征
为了进一步确认ＰＴＭＥＧ样品在低温下存在结晶行为，分别对ＰＴＭＥＧ和ＨＬＢＨ样品进行了ＤＳＣ测

试，测试结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以看出，两个样品在１８０℃左右均出现了一个吸热峰，对应的是硬
段相的熔融。ＰＴＭＥＧ样品在０℃附近有一个较大的吸热峰，对应的是ＰＴＭＥＧ链段低温结晶的熔融，证
实了ＰＴＭＥＧ样品在低温存在软段的结晶，导致材料低温模量上升。
２．５　静态力学性能表征

聚氨酯微孔弹性体制备的减振缓冲块已经在汽车行业得到了大量的应用。聚氨酯缓冲块的耐低温

性能对汽车在冬季的减振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的东北地区该性能尤为重要。为此，我们将聚氨

酯微孔弹性体制备成缓冲块形状，并对其在不同温度下的力位移曲线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如图６所
示。通过图６我们可以看出，以ＨＬＢＨ制备的缓冲块耐低温性能突出，－３０℃以上时刚度（力与位移的
比值）基本不发生变化，即使在－４０℃仍然能保持一定的弹性。而ＰＴＭＥＧ制备的试样当温度低于０℃
时，缓冲块刚度开始明显上升。该测试结果与ＤＭＡ测试结果相吻合，进一步说明 ＨＬＢＨ的耐低温性能
优于ＰＴＭＥＧ。
２．６　动态疲劳性能

聚氨酯作为减振材料使用，动态疲劳性能是材料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关系到产品的使用寿命。

为此，我们在动态疲劳试验机分别对ＨＬＢＨ和ＰＴＭＥＧ样品的动态疲劳性能进行了测试，并取疲劳１０００
次后的滞后回环曲线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图７所示。由图７结果可以看出，ＰＴＭＥＧ样品的滞后回环
曲线面积大于ＨＬＢＨ样品，这表明在疲劳过程中ＰＴＭＥＧ样品的生热量高于ＨＬＢＨ样品，而疲劳生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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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聚氨酯缓冲块在不同温度下的力位移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ｂｕｆｆｅｒｂｌｏｃｋ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ＰＴＭＥＧ；Ｂ．ＨＬＢ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４０；ｂ．－３０；ｃ．－２０；ｄ．０；ｅ．２０

易使样品发生机械损坏，因此，这也间接表明 ＨＬＢＨ的耐疲劳性能优于 ＰＴＭＥＧ样品，进一步表明完善
的微相分离有利于聚氨酯微孔弹性体材料疲劳性能的提升。

图７　聚氨酯缓冲块样品的滞后回环曲线
Ｆｉｇ．７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ｌｏｏｐ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ｂｕｆｆｅｒｂｌｏｃｋ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ＰＴＭＥＧ；ｂ．ＨＬＢＨ

３　结　论

以苯二异氰酸酯（ＰＰＤＩ）、１，４丁二醇（ＢＤＯ）作为硬段相，聚四氢呋喃醚多元醇、氢化端羟基丁二烯
多元醇（ＰＴＭＥＧ）和氢化端羟基丁二烯多元醇（ＨＬＢＨ）作为软段相，通过两步法制备出两种聚氨酯微孔
弹性体样品，并对样品的泡孔形态、微相分离、动态热机械性能、静态力学性能和动态疲劳性能进行了表

征。以ＨＬＢＨ制备的样品的微相分离程度优于 ＰＴＭＥＧ样品。相比于 ＰＴＭＥＧ样品，ＨＬＢＨ样品具有更
好低温模量稳定性和更低的疲劳生热。本项目开发的材料有望作为汽车的减振缓冲块使用，提高产品

的寿命和冬季减振效果，同时该材料也可应用于高寒地域高铁减振垫板，保证低温隔振效果。

参　考　文　献

［１］ＡｋｉｎｄｏｙｏＪＯ，ＢｅｇＭＤＨ，ＧｈａｚａｌｉＳ，ｅｔａｌ．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Ｔｙｐｅ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ＳＣＡｄｖ，
２０１６，６（１１５）：１１４４５３１１４４８２．

［２］ＢｉｅｍｏｎｄＧＪＥ，ＦｅｉｊｅｎＪ，ＧａｙｍａｎｓＲＪ．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Ｂｌｏｃｋ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ｗｉｔｈＭｏｎｏ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Ｈａｒ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ＨＢｏｎｄｉｎｇｏ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ＭａｔｅｒＥｎｇ，２０１０，２９４（８）：４９２５０１．

［３］ＫｒóｌＰ．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ｉｎ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ａｎｄＩｏｎｏｍｅｒｓ［Ｊ］．ＰｒｏｇＭａｔｅｒＳｃｉ，２００７，５２（６）：９１５

４１１１ 应 用 化 学　　　　　　　　　　　　　　　　　　　第３４卷　



１０１５．
［４］ＢａｒｎａｔｔＡ，ＧｉｌｌＡ，Ｄｒｅｎｎ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ｆｏｒＳｈｏｅＳｏｌｅｓ［Ｊ］．ＪＣｅｌｌＰｌａｓｔ，１９７７，１３（５）：３３３３３９．
［５］ＢｌａｎｃｏＤＦ，ＣａｒｒａｓｃａｌＩＡ，ＣｉｃｅｒｏＳ，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Ｓｈｏｃｋ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Ｆｏａｍｆｏｒ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Ｈｙｐｅｒ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ｉｃＦｏａ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ＪＴｅｓｔＥｖａｌ，２００９，３８（２）：３５５３６０．

［６］ＣＨＥＮＪｉｐｉｎｇ，ＢＡＩＸｉａｏｐｅｎｇ，ＤＩＮＧＺｈ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ＭａｔｅｒＭｅ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６，４０（７）：６４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吉平，白晓鹏，丁智平，等．微孔聚氨酯粘弹性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的有限元模拟［Ｊ］．机械工程材料，２０１６，４０
（７）：６４６７．

［７］ＳＵＮＳｈａｏｆａｎｇ，ＸＩＮＨａｏｂｏ．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ｆｏｒ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ＤａｍｐｉｎｇＰａｄ［Ｊ］．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Ｉｎｄ，２０１４（５）：３３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少芳，辛浩波．高铁减震垫板微孔聚氨酯弹性体的合成及性能研究［Ｊ］．聚氨酯工业，２０１４（５）：３３３５．

［８］ＬＩＵＬｉａｎｇｂｉｎｇ，ＬＩＵＨｏｎｇｍｅｉ，ＹＵＬｉ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Ｊ］．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Ｉｎｄ，２０００（３）：２７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凉冰，刘红梅，虞莉萍．汽车用微孔聚氨酯弹性体的研究［Ｊ］．聚氨酯工业，２０００（３）：２７３０．

［９］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ｎ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ｅ，ＨＵ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Ｄａｍｐ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ｉｎ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ｓ［Ｊ］．ＡｃｔａＰｏｌｙｍＳｉｎ，２０１６（１０）：１４４７１４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欢欢，王杰，黄刚，等．汽车用聚氨酯减振材料的结构与性能［Ｊ］．高分子学报，２０１６（１０）：１４４７１４５４．

［１０］ＷＡＮＧＪｉｅ，ＴＥＮＧＴｅｎｇ，ＨＵＡＮＹ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Ｄａｍｐ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ｆｏｒＣａｒ［Ｃ］／／Ｔｈｅ
１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杰，腾腾，郇彦，等．轿车用高性能聚氨酯缓冲块［Ｃ］／／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第十七次年会论文集，２０１４．

［１１］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ＲＥ．Ｃｕ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Ｊ］．ＪＡｐｐｌＰｏｌｙｍＳｃｉ，２０１０，１８
（８）：２３３９２３５３．

［１２］ＬｅｉＹ，ＺｈｏｕＳ，Ｚｏｕ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ｗ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Ｆｏａｍ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ｎｇＳｃｉ，２０１５，５５（２）：３０８３１５．

［１３］ＰａｃｈｅｃｏＭ ＦＭ，ＦｉｏｒｉｏＲ，ＺａｔｔｅｒａＡ Ｊ，ｅｔａｌ．Ｅｆｅｉｔｏｄ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ｏｄ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ｓＲíｇｉｄｏｓｎａｓＰｒｏｐｒｉｅｄａｄｅｓ
Ｆíｓｉｃｏｍｅｃｎｉｃａｓ，ＱｕíｍｉｃａｓｅｎａＭｏｒｆｏｌｏｇｉａｄｅＥｌａｓｔｍｅｒｏｓ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ｕｌａｒｅｓｄｅＰｏｌｉｕｒｅｔａｎｏ［Ｊ］．Ｐｏｌíｍｅｒｏｓ，２００７，１７（３）：
２３４２３９．

［１４］ＰａｃｈｅｃｏＭＦＭ，ＢｉａｎｃｈｉＯ，Ｆｉｏｒｉｏ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Ｊ］．ＪＥｌａｓｔｏｍＰｌａｓｔ，２００９，４１（４１）：３２３３３８．

［１５］ＫｏｒｏｄｉＴ，ＭｅｒｃｕＮ．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Ｍｏ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ｒｌａｒ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１．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ａ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ａｄｉｐ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１９８３，２４（１０）：１３２１１３２６．

［１６］ＨｔｕｎＴＫ，ＬｙａｍｋｉｎＤＩ，ＳｈｕｍｓｋａｙａＡ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Ｄｏｍ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
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Ｊ］．ＰｏｌｙｍＳｃｉＳｅｒＡ＋，２００７，４９（６）：６９７７０１．

［１７］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ｈｉｇｕｏ，ＬＩＸｉａｏｙｕ．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ＢａｓｅｄＮＤＩ［Ｊ］．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Ｉｎｄ，２００８，２３（１）：２４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姜文英，姜志国，李效玉．ＮＤＩ型聚氨酯微孔弹性体的性能研究［Ｊ］．聚氨酯工业，２００８，２３（１）：２４２６．

［１８］ＷＡＮＧＪｉｅ，ＨＵＡＮＹａｎ，ＬＩＵＪｉａ，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ｉ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ＰＤＩ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
Ｔｈｅ１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杰，郇彦，刘佳，等．ＰＰＤＩ型微孔聚氨酯材料的合成与性能表征［Ｃ］／／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
集，２０１２．

［１９］ＰｒｏｌｉｎｇｈｅｕｅｒＥＣ，ＬｉｎｄｓｅｙＪＪ，ＫｌｅｉｍａｎｎＨ．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１．５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ａｓ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Ｊ］．ＪＥｌａｓｔｏｍＰｌａｓｔ，１９８９，２１（２）：１００１２１．

［２０］ＫａｚｍｉｅｒｃｚａｋＭ Ｅ，ＦｏｒｎｅｓＲＥ，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Ｒ，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ＰＤＩｂａｓ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Ｂｌｏｃｋ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Ｊ］．ＪＰｏｌｙｍＳｃｉＰｏｌＰｈｙｓ，１９８９，２７（１１）：２１７３２１８７．

［２１］ＫａｚｍｉｅｒｃｚａｋＭ Ｅ，ＦｏｒｎｅｓＲＥ，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Ｒ，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ＰＤＩｂａｓ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Ｂｌｏｃｋ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ＩＩ．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ＪＰｏｌｙｍＳｃｉＰｏｌＰｈｙｓ，１９８９，２７（１１）：２１８９２２０２．

［２２］ＸｉａｏＨＸ，ＹａｎｇＳ，ＫｒｅｓｔａＪ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Ｐｈｅｎｙｌｅｎｅ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Ｊ］．Ｊ
ＥｌａｓｔｏｍＰｌａｓｔ，１９９４，２６（３）：２３７２５１．

［２３］ＺｉｍｍｅｒＢ，ＮｉｅｓＣ，ＳｃｈｍｉｔｔＣ，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Ｐｏｌｙｍ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ＴｗｏＰａｒｔ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Ｄ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２０１７，１１５：７７９５．

［２４］ＳｈｅｔｈＪＰ，ＫｌｉｎｅｄｉｎｓｔＤＢ，ＷｉｌｋｅｓＧＬ，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Ｃｈａｉｎ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Ｂｏｎｄｉｎｇｉ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Ｍｏｎｏ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Ｈａｒ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２００５，４６（１８）：７３１７７３２２．

［２５］ＳｈｅｔｈＪＰ，ＫｌｉｎｅｄｉｎｓｔＤＢ，ＰｅｃｈａｒＴＷ，ｅｔａｌ．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ｗｉｔｈＭｏｎｏ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Ｈａｒ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１，４Ｐｈｅｎｙｌｅｎｅ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Ｊ］．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０５，３８（２４）：１００７４

５１１１　第１０期 郇彦等：多元醇对对苯二异氰酸酯基聚氨酯微孔弹性体的形态与性能影响



１００７９．
［２６］ＳａｍｉＳ，ＹｉｌｄｉｒｉｍＥ，ＹｕｒｔｓｅｖｅｒＭ，ｅｔ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Ｂｏ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ｏｎ

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ａ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Ｊ］．
Ｐｏｌｙｍｅｒ，２０１４，５５（１８）：４５６３４５７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ｌｙｏｌｓｏｎ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１，４Ｐｈｅｎｙｌｅｎｅ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

ＨＵＡＮＹａｎａ，ｂ，ＬＩ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ａ，ｂ，ＴＩＡＮＹｕｍｅｎｇａ，ｄ，ＷＡＮＧＪｉｅｃ，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ｉｕａ，ｃ

（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ｂ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ｃ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２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ｔｗｏｓｔｅｐ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１，４
ｐｈｅｎｙｌｅｎｅ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ＰＰＤＩ），１，４ｂｕｔａｎｅｄｉｏｌ（ＢＤＯ），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ｅｔｈｅｒｐｏｌｙｏｌ
（ＰＴＭＥＧ）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ｕｔａｄｉｅｎｅｐｏｌｙｏｌｓ（ＨＬＢＨ）ａｓ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ｕｒｉ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ＦＴＩＲＡＴ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Ｍ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
（ＤＳ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ｈｅａｔｂｕｉｌｄｕｐ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ｗｏｐｏｌｙｏｌｓｉｓ１００～３００μｍｗ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
１５０μｍｉｓ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ｌｙｏｌｓ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ｉｚｅ．
ＤｕｅｔｏｍｏｒｅＨｂｏｎ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ａｒ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ＨＬＢＨｂａｓｅｄ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ｓｈｏｗｂｅｔｔｅｒ
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ＴＭＥＧ．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ｗｉｄｅｍｏｄｕｌｕ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ｔ－３０～１５０℃ ｉｎｔｈｅ
ｍｏｄｕｌｕ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ＨＬＢＨｂａ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ｄｕｅｔｏｉｔｓｐｒｏｐｅｒ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ｆ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ａｔ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ｆＰＴＭＥＧｂａｓ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ｕｎｄｅｒ０℃．Ｔｈｅ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ＨＬＢＨｂａ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ｔｈａｔｏｆ
ＰＴＭＥＧｂａ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ｔ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ＬＢＨｂａ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ｉｓ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ＴＭＥＧｂａｓ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ｓｈｏｗｓｂｅｔ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ｈｅｎｙｌｅｎｅ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１７０６２７；Ｒｅｖｉｓｅｄ２０１７０７２０；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１７０７２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Ｋｅ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Ｎｏ．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０３１ＧＸ）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ｉｕ，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Ｔｅｌ／Ｆａｘ：０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２０６；Ｅｍａｉｌ：ｘｎｙａｎｇ＠ｃｉａｃ．ａｃ．ｃ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ｐｏｌｙｍｅｒ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ｄｅｖｉｃｅｓ，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Ｃｏ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Ｊｉ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Ｔｅｌ：０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４１６；Ｆａｘ：０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４０３；Ｅｍａｉｌ：ｊｉｅｗａｎｇ＠ｃｉａｃ．ｊｌ．ｃ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ｏｌｙｍ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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