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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众所周知，蒙脱土作为一种新型物质，已经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这些应用得益于蒙脱土的优良性质，性质主要包括离子交换性、

亲水性和分散性。虽然蒙脱土优点很多，但是，它有一个显著的弱点，那就是蒙脱土和聚合物容易互斥，也就是说，蒙脱土在多数情况下

很难和聚合物融合形成新材料。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蒙脱土和聚合物的融合问题，并总结相应的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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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虽然陆地上遍布着大量的蒙脱土，但是蒙脱土的化学结构却极

为复杂，即便是最简单的结构，也包含三个成分，分别是氧化铝、

水、二氧化硅，各成分的相对比例为 25.4%、5.1%、69.5%。在蒙

脱土的内部微观结构中，呈现出特殊的纳米级分层状态，二氧化硅

呈四面体结构，氧化铝则呈八面体结构，更为巧妙的是，氧化铝往

往位于两个二氧化硅之间。 

蒙脱土的结构决定了它的性能，由于内部原子被置换，在蒙脱

土的晶体结构中，晶胞往往呈现出负电，异种电荷相吸这一原理造

成蒙脱土的晶体容易吸收阳性离子，这造就了蒙脱土的离子交换特

性。另外，由于蒙脱土内部是分层的，这就为蒙脱土的亲水特性提

供了条件，较弱的层级键也给蒙脱土和水的接触提供了便捷通道。 

2 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蒙脱土的性能改进一直是难题。作为热门话题之一，

有机化改给蒙脱土的性能提升提供了可能。所谓有机改进，主要改

进的是蒙脱土与水的关系。通过一种特殊的交换方式，蒙脱土内部

的阳离子被改进，进而实现有机化。在有机改进之后，蒙脱土的表

面不再亲水，相应的层结构也发生变化，从短距离转变为长距离，

极大的扩增了蒙脱土的内部空间，给聚合物和蒙脱土接触提供可

能。 

近几年，针对蒙脱土的性能改良，学者们各抒己见，为蒙脱土

与聚合物的融合研究添砖加瓦。Wang 等[1]深入研究蒙脱土的性质，

针对其表面的阳离子，提出了一种离子交换方式，以此改进蒙脱土

的特性。他们通过添加铵盐，增强了蒙脱土的热稳定性，并极大改

善了蒙脱土与聚合物的接触面积。Zhang 等[2]通过添加不同于铵盐的

物质，对蒙脱土进行改良。该物质俗称偶联剂，能够和蒙脱土结合，

发生化学反应，进而优化蒙脱土的性能。实验显示，利用新型蒙脱

土和尼龙，可以获取优异的纳米复合材料。 

针对蒙脱土与聚合物的融合，科研界一直在不懈探索。目前，

已经出现一些容易和蒙脱土结合的聚合物，它们分别是聚丙烯、聚

氨脂等。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聚丙烯的身影。尽管如此，聚丙烯还

是有着显著的弱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聚丙烯的表面受到侵蚀，逐

渐老化，在受到激烈碰撞的时候，聚丙烯往往会破裂。基于上述弱

点，研究者们将聚丙烯和蒙脱土结合，试图对聚丙烯的性能进行改

进。Fab 等[3]研究了一种新方式，它们将蒙脱土加热至液态，同时对

聚丙烯进行热处理，并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最终得到复合材料。实

验表明，传统的聚丙烯无法忍受高温，而融合后的复合材料能够在

较高温度保持其自身性能。Ro 等[4]不仅充分利用了蒙脱土的分散性，

还考虑到聚丙烯自身的特性。他们将蒙脱土和聚丙烯混合，以此增

加不同层之间的距离，同时提高聚丙烯在结晶过程中的浓缩率。 

作为一种聚合物，聚氨脂也有一系列特殊性能。在一些对环保

要求严苛的地方，人们可以发现聚氨脂家族的影子。聚氨脂家族成

员很多，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水性聚氨脂，该物质有着无毒害

这一特殊性能。基于蒙脱土的性质，一些学者正将蒙脱土和聚氨脂

结合，形成复合材料。Ye 等[5]发现普通的聚氨脂家族成员有着明显

的弱点，于是进行改进，创造出一种名为聚氨脂乳液的聚合物。之

后，他们取出一定剂量的蒙脱土，利用其分散特性，得到蒙脱土溶

液。最后，他们把该溶液和聚氨脂乳液混合，得到复合材料。结果

表明，利用蒙脱土和聚氨脂乳液，可以获取一种抗腐蚀的新材料。 

3 结论 

本文针对蒙脱土的弱点，提出了几种改良蒙脱土性能的方式。

进而，本文重点研究了聚丙烯和聚氨脂两种聚合物，并将蒙脱土和

聚合物结合，生成新型复合材料，用于增强聚合物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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