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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区分。1    前言
[4]Poh 等分别以环氧化天然橡胶50（ENR 50）和环氧

压敏胶（PSA）是一类只需施加轻度压力，即可与被 化天然橡胶25（ENR 25）为粘料，以松香、石油树脂和

[1] 古马隆-茚树脂为增粘剂，甲苯为溶剂，合成了2种橡胶粘物粘合牢固的胶粘剂 。由于压敏胶具有一定的初粘性

型PSA，并将制得的2种压敏胶分别涂布在聚对苯二甲酸和持粘性，并且在无污染的情况下可反复使用，剥离后

乙二醇酯薄膜上，制得2种压敏胶带，并用利德附着力测对 被 粘 表 面 无 污 染 等 特 点 ， 使 其 已 广 泛 应 用 于 电 子 绝

试仪和哈克旋转黏度计测量了压敏胶的初粘性和黏度，缘、电子元件加工、彩色扩印、军用侦毒制品、汽车内

研究了环氧化天然橡胶相对分子质量对压敏胶黏度和初装饰及医疗等诸多领域。同时，国外压敏胶产品在飞行

[2] 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压敏胶黏度和初粘性随着2种橡器外壳漆面修补领域中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

胶相对分子质量的增加而增大。当环氧化天然橡胶50和

4环 氧 化 天 然 橡 胶25的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分 别 为3.9×10  和2    压敏胶的研究现状
46.8×10 时，2种压敏胶的黏度和初粘性均达到相对最大

值。压敏胶按其主体材料可分为橡胶和树脂2大类，进一

2.2   热塑性弹性体类压敏胶步还可分为橡胶型压敏胶、热塑性弹性体类压敏胶、丙

热 塑 性 弹 性 体 压 敏 胶 是 由 热 塑 性 弹 性 体 、 增 粘 树烯 酸 酯 类 压 敏 胶 、 有 机 硅 类 压 敏 胶 及 聚 氨 酯 类 压 敏 胶

脂、软化剂和抗氧剂等组成。热塑性弹性体（TPE）又称等。

热塑性橡胶，既可在高温下形成低黏度的熔融物用于配2.1   橡胶型压敏胶

制热熔压敏胶（HMPSA），又可在有机溶剂中溶解配制橡胶型压敏胶是由橡胶和填料、溶剂等制备而成。
[5]溶液型压敏胶，近年得到迅速发展和应用 。其中主体材料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或2者并用；其他

组分主要有增粘树脂、软化剂、溶剂、交联剂、防老剂 热塑性弹性体压敏胶可分为热熔型、水分散型及溶

等。虽然橡胶型压敏胶具有良好的内聚强度和粘性，但 剂型压敏胶。热熔型热塑性弹性体主要有SBS（苯乙烯-

由于其分子链上含有大量的不饱和键而容易发生老化。 丁二烯嵌段共聚物）与SIS（苯乙烯-异戊二烯嵌段共聚

一般可以通过部分交联改性、并用合成橡胶改性、接枝 物）。

[6] [7]改性等方法对其进行改性以提高其性能。目前，可通过 Kim 及Staeger 等人研究了紫外光交联的SBS嵌段共
[3]排阻色谱法、光谱及热解图谱3种方法 对橡胶型压敏胶 聚物与增粘树脂共混体系的粘接性能,研究发现由于过量

压敏胶的研究进展

杨  莎，齐暑华，程  博，马莉娜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综述了压敏胶研究进展，包括橡胶型压敏胶、热塑性弹性体类压敏胶、丙烯酸酯类压敏胶、

有机硅类压敏胶及聚氨酯类压敏胶，并展望了压敏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压敏胶；橡胶；丙烯酸酯；聚氨酯

+中图分类号：TQ436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22（2014）03-0083-04

收稿日期：2013-09-01

作者简介：杨莎（1990-），女，硕士在读。E-mail：lsgh19900505@126.com。

[17]Reza Faridi-Majidi,Naser Sharifi-Sanjani.Emulsifier- characterization, and infrared emissivity property of 

free miniemulsion polymerization of styrene and the optically active polyurethane/TiO /SiO  multi layered 2 2

investigation of encapsulation of nanoparticles with microspheres[J].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2011, 

p o l y s t y r e n e v i a t h i s p r o c e d u r e u s i n g a n a n i o n i c 184(10):2617-2622.

initiator[J].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07, [24]Longyu Li,Dianbin Qin,Xinlin Yang,et al.Synthesis of 

105(3) :1244-1250. titania/polymer core-shell hybrid microspheres[J].Collid 

[ 1 8 ] Z h a o q u a n A i , G u i l i n  S u n , Q i l o n g Z h o u , e t  a l .  and Polymer Science,2010,288:199-206.

Polyacrylate-core/TiO -shell nanocomposite particles by in 2 [25]Liu JL,Ma JZ,Bao Y,et al.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itu emulsion polymeriz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polyacrylate/nano-TiO  composite[J].Journal of Functional 2

Science,2006,102:1466-1470.
Materials,2012,43:209-212.

[19]Choi J,Kim O,Kwak S Y.Suppression of dioxin emission 
[26]Xujia Fang,Hong Yang,Gang Wu,et al.Preparation and 

in co-incineration of poly(vinly chloride) with TiO -2
characterization of low density polystyrene/TiO  core-shell 2

encapsulation polystyrene[J].Environmental Science & 
particles for electronic paper application[J].Current Applied 

Technology,2007,41(16):5833-5838.
Physics,2009(9):755-759.

[20]Amir Razmjou,Jaleh Mansouri,Vicki Chen.The effects of 
[27]Fuzhi Shi,Yaogang Li,Hongzhi Wang,et al.Formation of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modification of TiO  nanoparticles 2

c o r e / s h e l l  s t r u c t u r e d  p o l y s t y r e n e / a n a t a s e  T i O   2
on the surface chemistry, structure and fouling performance 

photocatalyst via vapor phase hydrolysis[J] .Applied 
of PES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s[J].Journal of Membrane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2012,123-124:127-133.
Science,2011,378(1-2):73-84.

[28]Bo Peng,Fangqiong Tang,Dong Chen,et al.Preparation of 
[21]Xiang-Chen Che,Yu-Zi Jin,Youn-Sik Lee.Preparation 

PS/TiO /UF multilayer core-shell hybrid microspheres with 2of nano-TiO /polyurethane emulsion via in situ RAFT 2

h igh s t ab i l i t y [ J ] . J ou rna l o f Co l l o id and In te r f ace polymerization[J].Progress in Organic Coatings ,2010, 

Science,2009,329:62-66.69:534-538.

[29]Jingang Wang,Jiemei Yu,Xiaoli Zhu,et al.Preparation of [ 2 2 ] J i a n m i n  Z h a n g , J u n g a n g  G a o , X i u g u o  S u n , e t  

hollow TiO  nanoparticles through TiO  deposition on al.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iO /poly(St-co- 2 22

polystyrene latex particle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ir MAA) core/shell composite particles[J].Iranian Polymer 

structure an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J].Nanoscale Research Journal,2007,16(1):39-46.

[23]Yong Yang,Yuming Zhou,Jianhua Ge,et al.Preparation, Letters,2012(7):646.

Research progress of core-shell nano-TiO /polymer composite particles2

LI Xiao-pei,AI Zhao-quan,XIAO Yu

(Key Laboratory for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unctional Molecul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Faculty of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Hubei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62,China))

Abstract：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re-shell nano-TiO /polymer composite particles was reviewed in this 2

paper,focusing on introduction of both the nano-TiO -core/polymer-shell and the polymer-core/nano-TiO -shell composite 2 2

particles,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re-shell nano-TiO /polymer composite particles were also 2

pointed out.

Key words：core-shell;nano-TiO ;composite particles;research progress2

《粘接》杂志社 上海电话：021-57747887  湖北电话兼传真：0710-3820811  E-mail：zhanjzz@263.net  

网址：www.zhanjie.com.cn

《粘接》杂志社  上海电话：021-57747887  湖北电话兼传真：0710-3820811  E-mail：zhanjzz@263.net  

网址：www.zhanjie.com.cn

082 083



综
述

特
约

专
栏

应
用

技
术

新
专

利

综
述

特
约

专
栏

应
用

技
术

新
专

利

研
究

报
告

及
专

论

研
究

报
告

及
专

论

综述
学术论文
ACADEMIC PAPER

的光引发剂会引起界面的湿润状况恶化，最终导致压敏 其流变性能、蠕变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了分子质量对

＊胶的剥离强度和初粘性下降。由于体系发生交联，弹性 流变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分频率值（ｆ ）随着分

模量相应增大，进而使粘着滞后效应减弱并导致压敏胶 子质量增大而变小，零剪切黏度（η ）随着分子质量增０

[8]粘接性能下降。Kim 等研究发现，SIS胶粘剂的剥离强度 大 而 变 大 ， 样 品 的 弹 性 也 随 之 变 好 ； 在 振 幅 扫 描 模 式

与胶粘剂成分中的软化点有关，对于不同的被粘物,剥离 下，样品的线性黏弹区域、弹性模量（Ｇ′）与黏性模

强度与软化点的关系有所不同。  量（Ｇ″）均随着分子质量变大而变大，但弹性模量增

2.3   丙烯酸酯压敏胶 大的幅度大于黏性模量。因此，随着分子质量的增大，

丙烯酸酯类压敏胶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压敏胶,可 样品逐渐从Ｇ′＜Ｇ″变为Ｇ′=Ｇ″最终Ｇ′＞Ｇ″，

分为乳液型、溶剂型、热熔型和辐射固化型等，具有耐 样品由黏弹性液体流变行为逐渐向黏弹性固体流变行为

光性、耐老化性佳和抗氧化性好等优点，其压敏性和粘 转变；蠕变测试说明分子质量增大，有利于改善样品的
[9]接性俱佳，其胶带制品在各个领域中均得到广泛应用 。 抗剪切变形能力与蠕变回复能力，蠕变回复时间也随之

2.3.1   乳液型丙烯酸酯压敏胶 变大。

乳液型丙烯酸酯压敏胶产量高、应用广，它具有使 2.3.3   热熔型丙烯酸酯压敏胶

用安全、成本低、无污染等优点。但也存在耐高温高湿 热熔型压敏胶（HMPSA）与传统的溶液、乳液型压

性能差、耐水性差、干燥慢等缺点，所以需要对其进行 敏胶相比，具有加工速度快、投资成本低、生产中不使

[10~13] 用 溶 剂 、 有 益 环 保 等 优 点 。 但 也 存 在 着 使 用 温 度改性以提高性能 。

[14] （160~180 ℃）较高、受热易老化、耐高温性差、能耗张 蕊 等 以 丙 烯 酸 丁 酯 （BA） 、 醋 酸 乙 烯 酯 （VA

大等缺点。c）、丙烯酸（AA）单体为基体，采用双丙酮丙烯酰胺
[16]王宇 等从工业角度研究了增粘树脂与热塑性弹性（DAAM）/己二酸二酰肼（ADH）外交联体系，通过预

体SBS的相容性以及增粘树脂的结构差异与性能之间的关乳化和半连续加料工艺制备了外交联型丙烯酸酯乳液压

系。结果表明，当增粘树脂的软化点为100~110 ℃时，敏胶。采用红外光谱（FT-IＲ）、透射电镜（TEM）、

可获得较低的熔融黏度和较高的剥离强度。当增粘树脂热重分析（TGA）等手段对其进行了表征和分析。研究

的软化温度为100 ℃时，剥离强度依次为含萜烯树脂的热了软硬单体配比m（BA）∶m（VAc）、功能单体（AA）

熔型压敏胶>含松香树脂的热熔型压敏胶>含石油树脂的用量及外交联体系（DAAM/ADH）用量对压敏胶性能的

热熔型压敏胶；当w（增粘树脂）=210%（相对于弹性体影响。结果表明，通过调节软硬单体配比和功能单体用

质量而言）时，含石油树脂的压敏胶的综合性能不如含量可以使压敏胶性能达到较优的水平。当m（ BA）∶m

松香树脂（或含萜烯树脂）的压敏胶。当w（增粘树脂）（ VAc）= 85∶ 15，w（ AA）=3%时 ， 压 敏 胶 初 粘 性 为

≥210%时，热熔型压敏胶的熔融黏度低于10 Pa·s，但17号 球 ， 180°剥 离 强 度 为 504 N/m，室 温 持 粘 性 ＞ 30 

持粘性增强。d，高 温 （ 100 ℃ ）持 粘 性 为 140  min。 外 交 联 体 系

2.3.4   辐射固化型丙烯酸酯压敏胶DAAM/ADH 的引入可以在对初粘性和180°剥离强度影

辐射固化型压敏胶在高温下呈黏稠液体状，适于涂响较小的情况下将压敏胶的高温持粘性提高到540 min。

2.3.2   溶剂型丙烯酸酯压敏胶 布。UV 固化技术具有环保、节能和高效等特点。

[17]溶剂型丙烯酸酯压敏胶主要由软单体、硬单体和功 Czech等 研究了一种新型的UV引发剂，其活性成分

能性单体以及溶剂构成。根据溶剂型压敏胶聚合的主要 包括芴酮、蒽醌衍生物、噻唑酮衍生物和苯甲酮衍生物
[14]特征 ，在溶液聚合中，由于丙烯酸酯单体在不同溶剂中 等。用该引发剂在UV辐照下引发丙烯酸酯类单体进行聚

[18]的 链 转 移 常 数 有 所 不 同 ， 所 以 溶 剂 对 分 子 质 量 及 其 分 合 ， 得 到 了 性 能 良 好 的 压 敏 胶 。 Kabatc等 以 XL-

布、聚合物黏度、聚合反应速度、链终止速度等都有很 353（卤化1，3，5-三嗪环衍生物）作为光引发剂或助引

大的影响。 发剂，探讨了其对溶剂型丙烯酸酯压敏胶光固化行为的
[15]张 晓 雯 等 以 丙 烯 酸 丁 酯 （BA）和 丙 烯 酸 异 辛 酯 影响。结果表明，单独使用XL-353时，可制得高持粘性

（2-EHA）作为软单体，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作为 和均衡粘接性能的压敏胶。在双组分或3组分可见光引发

硬单体，丙烯酸羟丙酯（2-HPA）为功能单体，制备出 剂体系中，由于XL-353 助引发剂与引发剂组分间有协同

了溶剂型丙烯酸酯压敏胶。通过频率扫描、振幅扫描对 作用，能有效提高光敏剂染料的光引发效率（如菁染料

/硼酸盐/XL-353体系和菁染料/XL-353/芳香杂环硫醇体系 3    结语

等）。

2.4   有机硅类压敏胶 随着压敏胶在众多行业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国内

有机硅压敏胶不仅具有优异的电性能、对金属无腐 外对压敏胶，特别是新型压敏胶的研究越来越深化。未

[19] 来对压敏胶的研究会朝着开发环境友好的丙烯酸酯型压蚀，而且冷热交变性好、耐腐蚀性佳、耐候性好 。它还

敏胶和高性能热熔型压敏胶方向发展，以提高其性能，具有一定的生物惰性和液体可渗透性，可用于治疗药物

拓宽压敏胶的应用领域。与人体皮肤的粘接。在有机硅橡胶的组分中，硅橡胶对

有机硅压敏胶的黏度起决定的作用。使用低黏度的硅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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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kifier mixture[J].Polymer,2002,43:5005-5010.
酯（IPDI）为主要原料、三乙胺为中和剂、二羟甲基丙

[ 7 ] S t a e g e r M , F i n o t E , B r a c h a i s C H , e t a l . S u r f a c e 
酸（DMPA）和聚乙二醇（PEG）为亲水性物质，制备出

investigation of adhesive formulation consisting of UV 
了一种具有压敏特性的水性聚氨酯（WPU）胶粘剂。通

s e n s i t i v e t r i b l o c k p o l y ( s t y r e n e - b - b u t a d i e n e - b -
过红外光谱法、粒度分析法等检测手段，研究了DMPA、

styrene)copolymer[J].Appl.Surf.Sci.,2002,185(3-4):231-
PEG、中和剂、增粘树脂和交联剂等对WPU结构和性能

242.
的影响。结果表明，亲水性基团含量越少，产物粒径越

[8]KIM DAE-JUN,KIM HYUN-JOONG,YOON GOAN-
大 ， 耐 水 性 越 好 ， 中 和 度 越 低 ，WPU胶 膜 的 耐 水 性 越

HEE.Effect of substrate and tackifier on peel strength of SIS 
好，同时可供交联的羧基含量越多；当中和度为33.3％、

( s t y r e n e - i s o p r e n e - s t y r e n e ) - b a s e d  H M P S A s [ J ] .  
w（固化剂）=1.5％时，WPU类PSA胶带的内聚强度较大

Interna t iona l Journa l o f Adhes ion and Adhes ives , 
且不脱胶，其吸水性为31.2％（质量分数），180°剥离

2005,25(4):288-295.

强度为2.2 N/25 mm，可望在保护膜胶带等领域中得到应 [9]史金玲,齐暑华,张翼.丙烯酸酯压敏胶的研究进展[J].中

用。 国胶粘剂,2013,22(6):42-45.

[10]颜松.丙烯酸酯压敏胶改性的研究进展[J].化学工程与

装备,2013(1):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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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引发剂会引起界面的湿润状况恶化，最终导致压敏 其流变性能、蠕变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了分子质量对

＊胶的剥离强度和初粘性下降。由于体系发生交联，弹性 流变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分频率值（ｆ ）随着分

模量相应增大，进而使粘着滞后效应减弱并导致压敏胶 子质量增大而变小，零剪切黏度（η ）随着分子质量增０

[8]粘接性能下降。Kim 等研究发现，SIS胶粘剂的剥离强度 大 而 变 大 ， 样 品 的 弹 性 也 随 之 变 好 ； 在 振 幅 扫 描 模 式

与胶粘剂成分中的软化点有关，对于不同的被粘物,剥离 下，样品的线性黏弹区域、弹性模量（Ｇ′）与黏性模

强度与软化点的关系有所不同。  量（Ｇ″）均随着分子质量变大而变大，但弹性模量增

2.3   丙烯酸酯压敏胶 大的幅度大于黏性模量。因此，随着分子质量的增大，

丙烯酸酯类压敏胶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压敏胶,可 样品逐渐从Ｇ′＜Ｇ″变为Ｇ′=Ｇ″最终Ｇ′＞Ｇ″，

分为乳液型、溶剂型、热熔型和辐射固化型等，具有耐 样品由黏弹性液体流变行为逐渐向黏弹性固体流变行为

光性、耐老化性佳和抗氧化性好等优点，其压敏性和粘 转变；蠕变测试说明分子质量增大，有利于改善样品的
[9]接性俱佳，其胶带制品在各个领域中均得到广泛应用 。 抗剪切变形能力与蠕变回复能力，蠕变回复时间也随之

2.3.1   乳液型丙烯酸酯压敏胶 变大。

乳液型丙烯酸酯压敏胶产量高、应用广，它具有使 2.3.3   热熔型丙烯酸酯压敏胶

用安全、成本低、无污染等优点。但也存在耐高温高湿 热熔型压敏胶（HMPSA）与传统的溶液、乳液型压

性能差、耐水性差、干燥慢等缺点，所以需要对其进行 敏胶相比，具有加工速度快、投资成本低、生产中不使

[10~13] 用 溶 剂 、 有 益 环 保 等 优 点 。 但 也 存 在 着 使 用 温 度改性以提高性能 。

[14] （160~180 ℃）较高、受热易老化、耐高温性差、能耗张 蕊 等 以 丙 烯 酸 丁 酯 （BA） 、 醋 酸 乙 烯 酯 （VA

大等缺点。c）、丙烯酸（AA）单体为基体，采用双丙酮丙烯酰胺
[16]王宇 等从工业角度研究了增粘树脂与热塑性弹性（DAAM）/己二酸二酰肼（ADH）外交联体系，通过预

体SBS的相容性以及增粘树脂的结构差异与性能之间的关乳化和半连续加料工艺制备了外交联型丙烯酸酯乳液压

系。结果表明，当增粘树脂的软化点为100~110 ℃时，敏胶。采用红外光谱（FT-IＲ）、透射电镜（TEM）、

可获得较低的熔融黏度和较高的剥离强度。当增粘树脂热重分析（TGA）等手段对其进行了表征和分析。研究

的软化温度为100 ℃时，剥离强度依次为含萜烯树脂的热了软硬单体配比m（BA）∶m（VAc）、功能单体（AA）

熔型压敏胶>含松香树脂的热熔型压敏胶>含石油树脂的用量及外交联体系（DAAM/ADH）用量对压敏胶性能的

热熔型压敏胶；当w（增粘树脂）=210%（相对于弹性体影响。结果表明，通过调节软硬单体配比和功能单体用

质量而言）时，含石油树脂的压敏胶的综合性能不如含量可以使压敏胶性能达到较优的水平。当m（ BA）∶m

松香树脂（或含萜烯树脂）的压敏胶。当w（增粘树脂）（ VAc）= 85∶ 15，w（ AA）=3%时 ， 压 敏 胶 初 粘 性 为

≥210%时，热熔型压敏胶的熔融黏度低于10 Pa·s，但17号 球 ， 180°剥 离 强 度 为 504 N/m，室 温 持 粘 性 ＞ 30 

持粘性增强。d，高 温 （ 100 ℃ ）持 粘 性 为 140  min。 外 交 联 体 系

2.3.4   辐射固化型丙烯酸酯压敏胶DAAM/ADH 的引入可以在对初粘性和180°剥离强度影

辐射固化型压敏胶在高温下呈黏稠液体状，适于涂响较小的情况下将压敏胶的高温持粘性提高到540 min。

2.3.2   溶剂型丙烯酸酯压敏胶 布。UV 固化技术具有环保、节能和高效等特点。

[17]溶剂型丙烯酸酯压敏胶主要由软单体、硬单体和功 Czech等 研究了一种新型的UV引发剂，其活性成分

能性单体以及溶剂构成。根据溶剂型压敏胶聚合的主要 包括芴酮、蒽醌衍生物、噻唑酮衍生物和苯甲酮衍生物
[14]特征 ，在溶液聚合中，由于丙烯酸酯单体在不同溶剂中 等。用该引发剂在UV辐照下引发丙烯酸酯类单体进行聚

[18]的 链 转 移 常 数 有 所 不 同 ， 所 以 溶 剂 对 分 子 质 量 及 其 分 合 ， 得 到 了 性 能 良 好 的 压 敏 胶 。 Kabatc等 以 XL-

布、聚合物黏度、聚合反应速度、链终止速度等都有很 353（卤化1，3，5-三嗪环衍生物）作为光引发剂或助引

大的影响。 发剂，探讨了其对溶剂型丙烯酸酯压敏胶光固化行为的
[15]张 晓 雯 等 以 丙 烯 酸 丁 酯 （BA）和 丙 烯 酸 异 辛 酯 影响。结果表明，单独使用XL-353时，可制得高持粘性

（2-EHA）作为软单体，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作为 和均衡粘接性能的压敏胶。在双组分或3组分可见光引发

硬单体，丙烯酸羟丙酯（2-HPA）为功能单体，制备出 剂体系中，由于XL-353 助引发剂与引发剂组分间有协同

了溶剂型丙烯酸酯压敏胶。通过频率扫描、振幅扫描对 作用，能有效提高光敏剂染料的光引发效率（如菁染料

/硼酸盐/XL-353体系和菁染料/XL-353/芳香杂环硫醇体系 3    结语

等）。

2.4   有机硅类压敏胶 随着压敏胶在众多行业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国内

有机硅压敏胶不仅具有优异的电性能、对金属无腐 外对压敏胶，特别是新型压敏胶的研究越来越深化。未

[19] 来对压敏胶的研究会朝着开发环境友好的丙烯酸酯型压蚀，而且冷热交变性好、耐腐蚀性佳、耐候性好 。它还

敏胶和高性能热熔型压敏胶方向发展，以提高其性能，具有一定的生物惰性和液体可渗透性，可用于治疗药物

拓宽压敏胶的应用领域。与人体皮肤的粘接。在有机硅橡胶的组分中，硅橡胶对

有机硅压敏胶的黏度起决定的作用。使用低黏度的硅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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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和PA的 合 成 分 开 进 行 ， 先 通 过 常 规 方 法 制 备 稳 定 的1    前言

PU乳液和PA乳液，再通过机械搅拌，使2者均匀混合，得

到共混型PUA复合乳液。压WPU因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耐寒性、柔韧性、耐
[6]邵菊美等 采用物理共混法对自制的WPU进行改性，有机溶剂性以及价廉，安全，无污染而具有巨大的市场

[1] 并通过X射线衍射、热重分析（TGA）等手段对PU/PA体前景 。但是，WPU仍存在固含量低、自增稠性差、耐水

系的结晶度、热性能、力学性能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性 差 、 不 耐 高 温 以 及 光 泽 度 低 等 缺 点 。 丙 烯 酸 酯

共混改性的复合乳液胶膜性能相对于WPU有明显提高；
（PA）具有较好的耐化学性、力学性能、耐水性和耐候

PU和PA有较好的相容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分离，
性等，但其也存在硬度大、不耐溶剂等缺点。将WPU和

这主要是由于PU氨酯键上的极性氢原子与PA链段中酯基
PA 2者的优点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第3代新型

[7]上的氧原子所形成的氢键作用不太强所致。Rink 在共混[2]WPU” 。
时添加少量表面活性剂OP-10，以求提高PU和PA的相容

目前国外已对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PUA）复合乳
性 ， 然 而 所 得 体 系 不 稳 定 ， 胶 膜 不 透 明 ， 力 学 性 能 较

液改性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开发，乳液及其胶膜的性能都
差。

[3，4]得到了明显改善 。对第3代水性聚氨酯的理论研究较为
物理共混法虽然方法比较简单，但效果不够理想，

[5]透彻。国内近几年对PUA复合乳液进行了研究 。改性方
因此实际应用中受到较多限制，研究报道也较少。

法包括物理共混改性，化学共混改性，接枝共聚改性， 2.2   交联共混改性法

核-壳结构乳液聚合改性，互穿网络法改性及其他改性 交联共混法即是在预先制备的PU乳液和PA乳液中加

等。 入交联剂，再通过机械搅拌，使2种乳液混合均匀并发生

化学交联的方法。

[8]2    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PUA）复合乳液的 Shi Yang等 先 分 别 制 备PU和PA乳 液 ， 通 过 扩 链 向

PU分子引入肼基，形成PU-NH-NH ，通过自由基聚合向制备方法及对比分析 2

PA引入酮基，形成PA-CO-CH ，然后让2种乳液混合得3

到PUA复合乳液。乳液成膜时，PU-NH-NH 和PA-CO-2.1   物理共混改性法 2

CH 发生自交联反应，生成PU-NH-N=C（CH ）-PA。物理共混法是最简单的复合改性方法。该方法是将 3 3

丙烯酸酯改性水性聚氨酯复合乳液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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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介绍了丙烯酸酯改性水性聚氨酯的几种改性制备方法及其优缺点，其中包括：物理共混改

性，交联共混改性，接枝共聚改性，核-壳结构乳液聚合改性，互穿网络法改性等。综述了国内外的研

究现状及今后研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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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pressure-sensitive adhe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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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sure sensitive adhesives (PSAs) have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class of adhesives,and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construction,electrical appliance,general merchandise and medical treatment.This paper summeris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SAs,including the rubber type PSA,thermoplastic elastomer PSA,acrylate PSA,organosilicon PSA and 

polyurethane PSA and the PSA’s development trends were analy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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