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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

进剂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

促进剂由如下重量份的组分制备而成：正硅酸乙

酯10‑50份、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1‑10份、缩水甘

油醚甲基二甲氧基硅烷1‑10份、胺乙基胺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1‑10份、胺乙基胺丙基甲基二甲氧基

硅烷1‑10份、催化剂0.1‑2份、中和剂0.1‑2份、分

散剂1‑3份、载体1‑50份、稳定剂1‑5份、水1‑10

份。本发明制备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极

大改善塑料制品表面附着力，该材料可以通过物

理共混挤出的方式改性塑料，提高塑料表面附着

力，改善制品的手感、耐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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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其特征在于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由如下重

量份的组分制备而成：正硅酸乙酯10-50份、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1-10份、缩水甘油醚甲基

二甲氧基硅烷1-10份、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1-10份、胺乙基胺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

烷1-10份、催化剂0.1-2份、中和剂0.1-2份、分散剂1-3份、载体1-50份、稳定剂1-5份、水1-

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为柠檬

酸、甲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和剂为氢氧

化钾、氢氧化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载体为白炭

黑、碳酸钙、聚乙二醇、硅藻土、炭黑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稳定剂为羧甲

基纤维素钠、无水氯化钙、无水碳酸钙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有机

硅改性聚醚。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该方法依次包括如下步骤：

1)将催化剂和正硅酸乙酯、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混合均

匀后，缓慢滴加水和缩水甘油醚甲基二甲氧基硅烷的混合物，滴加时间为1小时，滴加完毕

后，然后再加入胺乙基胺丙基二甲氧基硅烷，升温50-90℃回流反应3小时，反应产物为淡黄

色透明液体，减压蒸馏，加入中和剂，中和，过滤，得到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2)将载体加到捏合机中，升温到100℃，抽真空，搅拌1小时，降温到70℃，将分散剂加入

其中，搅拌0.5小时，然后将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分批次加入搅拌，形成均匀粉末，无团聚现

象后，加入稳定剂，搅拌均匀，得到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8.一种含有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塑料，其特征

在于，包含0.1-5重量份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95-99.9重量份的塑料，所述的塑料

为PC或PP。

9.一种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塑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与塑料颗粒进行共混造粒，共混

温度不超过250℃，挤出时间不超过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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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子材料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及其制

备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近十几年我国塑料工业迅速发展，国内应用较广泛的工程塑料有ABS、PG、PA、POM，

通用塑料有PS、PC、PP、PVC等。塑料制品质轻、理化性能优异、易批量生产，已成为国民经济

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材料。

[0003] 塑料是无定形聚合物，它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而且可对塑料制品进行二次加工，

因此在家电、食品、玩具、医疗等产品上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由于PP或者PE等塑料是非极性

材料，具有极低的表面能，很难再在表层进行喷漆、涂覆处理，影响后续客户对外观及表面

性能的要求。

[0004] 涂层能在PP塑料上附着，是由于有两种作用的存在。一种是物理机械作用，PP塑料

制品表面具有均匀的微观粗糙结构，涂料喷涂到这种微观粗糙表面后，在液体状态时就能

侵入微观粗糙的“孔”中，干燥后涂料发生交联，漆膜就像钉子一样“钉”在PP塑料制品上，这

就是机械锚合锁扣效应。另一种就是化学键作用，PP分子中含有一定的极性基团，由于受涂

料中溶剂的侵蚀，这些极性基团被激活，与涂料中的一些极性基团形成化学键，随着涂料的

固化，二者发生交联。同时，涂料中的溶剂的侵蚀也使PP塑料表面产生凹坑，从而也为机械

锚合锁扣效应创造了条件。

发明内容

[0005]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以极大改善塑料制品表面附着力的

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该材料可以通过物理共混挤出的方式改性塑料，提高塑料表

面附着力，改善制品的手感、耐磨特性。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一种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

剂由如下重量份的组分制备而成：正硅酸乙酯10-50份、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1-10份、缩水

甘油醚甲基二甲氧基硅烷1-10份、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1-10份、胺乙基胺丙基甲基

二甲氧基硅烷1-10份、催化剂0.1-2份、中和剂0.1-2份、分散剂1-3份、载体1-50份、稳定剂

1-5份、水1-10份。

[0009] 进一步的，

[0010] 所述催化剂为柠檬酸、甲酸。

[0011] 所述中和剂为氢氧化钾、氢氧化钠。

[0012] 所述载体为白炭黑、碳酸钙、聚乙二醇、硅藻土、炭黑的一种或多种。

[0013] 所述稳定剂为羧甲基纤维素钠、无水氯化钙、无水碳酸钙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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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分散剂为有机硅改性聚醚。

[0015]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一种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制备方法，该方法依次包括

如下步骤：

[0016] 1)将催化剂和正硅酸乙酯、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混

合均匀后，缓慢滴加水和缩水甘油醚甲基二甲氧基硅烷的混合物，滴加时间为1小时，滴加

完毕后，然后再加入胺乙基胺丙基二甲氧基硅烷，升温75℃回流反应3小时，反应产物为淡

黄色透明液体，减压蒸馏，加入中和剂，中和，过滤，得到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17] 2)将载体加到捏合机中，升温到100℃，抽真空，搅拌1小时，降温到70℃，将分散剂

加入其中，搅拌0.5小时，然后将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分批次加入搅拌，形成均匀粉末，无团

聚现象后，加入稳定剂，搅拌均匀，得到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18] 本发明第三方面提供一种含有上述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塑料，包含

0.1-5重量份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95-99.9重量份的塑料，所述的塑料为PC或PP。

[0019] 本发明第四方面提供一种含有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塑料的制备方法，将

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与塑料颗粒进行共混造粒，共混温度不超过250℃，挤出时间不

超过1分钟。

[0020]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通过特殊官能团的比例控制，以及以二官能团(氨基反应活性)形成主链

结构，其中参有一些结构刚性强的四管能团的支点，起到力学结构强度，再接一部分三管能

团的其他类的反应性官能团，提高反应活性，可以极大提高基材之间的附着力，提供长期的

附着力效果，以及部分手感、耐磨特性。

[0022] 2、本发明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通过特殊的捏合工艺将有机硅附着力促

进剂分散到粉体载体中，然后以混炼挤出的方式与塑料颗粒进行改性，从根本上解决塑料

附着力的问题，并可改善塑料的手感、耐磨等特性。

[0023] 3、本发明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使用方法简单有效，产品无毒无危害，

有效性较长，适应范围较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正硅酸乙酯购自常州市武进恒业化工有限公司。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胺乙基胺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胺乙基胺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购自南京旗宇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缩

水甘油醚甲基二甲氧基硅烷购自曲阜晨光化工有限公司。柠檬酸、甲酸、氢氧化钾、氢氧化

钠购自烟台双双试剂有限公司。白炭黑、碳酸钙、聚乙二醇、硅藻土、炭黑、羧甲基纤维素钠、

无水氯化钙、无水碳酸钙、有机硅改性聚醚购自江苏海安石油化工。低密度聚乙烯，台湾塑

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涂料，安阳市日秀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0025] 实验列1

[0026] 1)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柠檬酸0.1g和正硅酸乙酯10g、胺丙基三甲氧基

硅烷1g、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1g，混合均匀后，缓慢滴加水1g和缩水甘油醚甲基二甲

氧基硅烷1g的混合物，滴加时间为1小时，滴加完毕后，然后再加入胺乙基胺丙基二甲氧基

硅烷1g，升温75℃回流反应3小时，反应产物为淡黄色透明液体，减压蒸馏，加入氢氧化钾

0.1g，中和，过滤，得到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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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2)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白炭黑1-50g加到捏合机中，升温到100

℃，抽真空，搅拌1小时，降温到70℃，将有机硅改性聚醚1g加入其中，搅拌0.5小时，然后将

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30g分3次加入搅拌，形成均匀粉末，无团聚现象后，加入无水碳酸钙

1g，搅拌均匀，得到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28] 实施例2

[0029] 1)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甲酸2g和正硅酸乙酯50g、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10g、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10g，混合均匀后，缓慢滴加水10g和缩水甘油醚甲基二甲

氧基硅烷10g的混合物，滴加时间为1小时，滴加完毕后，然后再加入胺乙基胺丙基二甲氧基

硅烷10g，升温75℃回流反应3小时，反应产物为淡黄色透明液体，减压蒸馏，加入氢氧化钠)

2g，中和，过滤，得到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30] 2)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白炭黑50g加到捏合机中，升温到100℃，

抽真空，搅拌1小时，降温到70℃，将有机硅改性聚醚3g加入其中，搅拌0.5小时，然后将有机

硅附着力促进剂30g分5批次加入搅拌，形成均匀粉末，无团聚现象后，加入羧甲基纤维素钠

5g，搅拌均匀，得到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31] 实施例3

[0032] 1)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甲酸0.2g和正硅酸乙酯20g、胺丙基三甲氧基硅

烷4g、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g，混合均匀后，缓慢滴加水6g和缩水甘油醚甲基二甲氧

基硅烷3.5g的混合物，滴加时间为1小时，滴加完毕后，然后再加入胺乙基胺丙基二甲氧基

硅烷6.5g，升温75℃回流反应3小时，反应产物为淡黄色透明液体，减压蒸馏，加入氢氧化钠

1g，中和，过滤，得到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33] 2)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白炭黑20g、碳酸钙10g加到捏合机中，升

温到100℃，抽真空，搅拌1小时，降温到70℃，将有机硅改性聚醚1.3g加入其中，搅拌0.5小

时，然后将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30g分3批次加入搅拌，形成均匀粉末，无团聚现象后，加入

羧甲基纤维素钠0.5g、无水氯化钙1g，搅拌均匀，得到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34] 实施例4

[0035] 1)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柠檬酸1.1g和正硅酸乙酯40g、胺丙基三甲氧基

硅烷8g、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2.5g，混合均匀后，缓慢滴加水7g和缩水甘油醚甲基二

甲氧基硅烷2g的混合物，滴加时间为1小时，滴加完毕后，然后再加入胺乙基胺丙基二甲氧

基硅烷3g，升温75℃回流反应3小时，反应产物为淡黄色透明液体，减压蒸馏，加入氢氧化钾

0.8g，中和，过滤，得到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36] 2)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白炭黑3g、碳酸钙5g、聚乙二醇6000 

20g、炭黑5g加到捏合机中，升温到100℃，抽真空，搅拌1小时，降温到70℃，将有机硅改性聚

醚3g加入其中，搅拌0.5小时，然后将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30g分3批次加入搅拌，形成均匀

粉末，无团聚现象后，加入羧甲基纤维素钠2g，搅拌均匀，得到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37] 实施例5

[0038] 1)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甲酸1.5g和正硅酸乙酯20g、胺丙基三甲氧基硅

烷3g、胺乙基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4g，混合均匀后，缓慢滴加水9g和缩水甘油醚甲基二甲氧

基硅烷1g的混合物，滴加时间为1小时，滴加完毕后，然后再加入胺乙基胺丙基二甲氧基硅

烷3g，升温75℃回流反应3小时，反应产物为淡黄色透明液体，减压蒸馏，加入氢氧化钠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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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过滤，得到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39] 2)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的合成：将聚乙二醇4500  50g加到捏合机中，升温

到100℃，抽真空，搅拌1小时，降温到70℃，将有机硅改性聚醚3g加入其中，搅拌0.5小时，然

后将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30g分批3次加入搅拌，形成均匀粉末，无团聚现象后，加入稳定剂

羧甲基纤维素钠1g，搅拌均匀，得到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

[0040] 试验例

[0041] 1、片材的制备

[0042] 试验例1～5：分别将3g的实施例1～5的载体型有机硅附着力促进剂、普通硅烷与

97g聚丙烯PP)颗粒在不超过250℃下进行共混造粒1小时，挤出成片材，出时间不超过1分

钟。

[0043] 对比例：将3g普通硅烷与97g聚丙烯(PP)颗粒在不超过250℃下进行共混造粒1小

时，挤出成片材，出时间不超过1分钟。

[0044] 2、涂层的制备

[0045] 采用流涂的方式制备试样样品。将准备好的98mm×98mm×3mm的上述片材，表面用

抗静电防尘布擦拭干净，喷涂面漆的，使面漆均匀地涂覆在片材表面，厚度2mm。室温表干1h

后，在130℃的干燥烘箱中固化2h，冷却后即得涂层。

[0046] 底漆的配方：用质量比为1：1的甲苯一醋酸丁酯95g溶解5gCPP，静置半天以上，待

CPP能被溶剂充分溶胀，再加热将混合物溶解成溶液。

[0047] 面漆的参考配方：耐晒黄12g、DFA1580  25g、BS1201  40g、DF133  10g、润湿分散剂

适量、流平剂适量、消泡剂适量、稀释剂10g。所有涂料的细度都为2O～25μm。

[0048] 3、涂层性能测试

[0049] 涂层性能的测试是在成膜7天后进行的。

[0050] 涂层附着力性能：按GB/T9286-1998测试；

[0051] 涂层铅笔硬度性能：按GB/T6739-2006测试；

[0052] 涂层耐乙醇性能：将样板置于无水乙醇中，在室温条件下浸泡1小时，取出、晾干，

观测涂层的变化，判断涂层的耐乙醇性能；

[0053] 涂层耐水煮性：将样板置于80℃去离子水中，浸泡1小时，取出、晾干，观测样品涂

层的变化；

[0054] 涂层的耐磨性：将样品置于放有500g负荷的0000#钢丝绒下，对样品表面进行来回

摩擦40次，记0～5条划痕为优，5～10条划痕为良，10条以上划痕为差，根据划痕数量判断涂

层的耐磨性。

[0055] 性能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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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结论：①在普通的PP上涂布的涂层的附着力均只能达到2～3级，达不到预期的标

准，在添加了本发明的促进剂制成的PP上涂布的涂层的附着力均在0～1级，均到达工业产

品的要求，涂层的流平性很好，不会出现缩孔和严重咬底现象，表干时间在4min左右。②试

验的树脂如果单选用热塑性丙烯酸树脂，涂层的附着力较差，乙醇浸泡后的涂层起皮、脱落

严重，这表明制备的涂层与热塑性丙烯酸树脂间的附着性差，使得涂层耐乙醇性均较差；但

是添加附着力促进剂后，固化后的涂层外观虽无明显变化，但是性能变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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