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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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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工业的发展01

随着橡胶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橡胶材料性能的要求不断提高，橡胶相对

分子质量及其分布的测试与分析成为研究热点。

橡胶性能与相对分子质量的关系02

橡胶的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布对其加工性能、力学性能、耐老化性能等

具有重要影响。

测试与分析技术的发展03

近年来，随着测试技术的进步，如凝胶渗透色谱（GPC）、质谱

（MS）等方法的广泛应用，为橡胶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布的测试与分

析提供了有力支持。

背景与意义



影响橡胶的加工性能

相对分子质量过低可能导致橡

胶粘度不足，加工困难；相对

分子质量过高则可能使橡胶硬

度增加，弹性降低。

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布对橡胶

的拉伸强度、撕裂强度、耐磨

性等力学性能具有显著影响。

相对分子质量较低的橡胶分子

易于受到热、氧、紫外线等环

境因素的影响，导致性能下降；

而相对分子质量较高的橡胶分

子则具有较好的耐老化性能。

通过对橡胶相对分子质量及其

分布的测试与分析，可以为橡

胶制品的设计与生产提供科学

依据，优化配方和工艺条件，

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

决定橡胶的力学性能 影响橡胶的耐老化性能 指导橡胶制品的设计与生
产

橡胶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布的重要性



橡胶相对分子质量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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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凝胶渗透色谱法（GPC）是一种基于体积排阻的分离技术，用于测量聚合物的相对分子质

量及其分布。该方法利用具有不同孔径的凝胶作为固定相，根据聚合物分子在凝胶孔隙中

的渗透和扩散行为的差异实现分离。

优点

GPC具有分辨率高、重现性好、可同时测定多个样品等优点，适用于橡胶等复杂聚合物的

分析。

缺点

需要使用标准品进行校准，且对溶剂和温度等实验条件要求较高。

凝胶渗透色谱法



原理

粘度法是通过测量橡胶溶液或熔体的粘度来推算其相对分子质量的方法。在一定浓度和温度下，聚合物的粘度与其相

对分子质量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因此可以通过粘度测量来间接得到橡胶的相对分子质量。

优点

粘度法操作简便、快速，无需特殊仪器，适用于生产现场的快速检测。

缺点

受浓度、温度、剪切速率等多种因素影响，测量精度相对较低。

粘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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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光散射法是利用橡胶分子对光的散射作用来测量其相对分
子质量的方法。当光通过橡胶溶液时，橡胶分子会使光线
发生散射，散射光的强度与橡胶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有关。
通过测量散射光的强度，可以推算出橡胶的相对分子质量。

优点

光散射法具有非破坏性、无需标准品校准等优点，适用于
各种橡胶样品的测量。

缺点

对实验条件要求较高，如光源稳定性、溶液浓度等，且需
要使用专门的仪器进行测量。

光散射法



橡胶相对分子质量分布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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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的分子量分布曲线通
常呈现连续分布，形状可
能因橡胶种类和制备工艺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曲线形状 峰值与分子量 分子量范围

曲线峰值对应的分子量称
为数均分子量，它反映了
橡胶分子中大多数分子的
尺寸。

通过曲线可以了解橡胶的
分子量范围，即最小分子
量和最大分子量。

030201

分子量分布曲线



计算方法
常用的计算方法包括重均分子量与数均分子量的比值（Mw/Mn）、
多分散系数等。

影响因素
分子量分布宽度受橡胶种类、聚合条件、添加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分布宽度定义
分子量分布宽度反映了橡胶分子量的离散程度，即分子量分布的
均匀性。

分子量分布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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