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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聚丙烯，是由丙烯聚合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按甲基排列位置分为等规聚丙烯

（isotactic polypropylene）、无规聚丙烯（atactic polypropylene）和间规聚丙烯（syndiotactic

polypropylene）三种。甲基排列在分子主链的同一侧称等规聚丙烯，若甲基无秩序的排列在

分子主链的两侧称无规聚丙烯，当甲基交替排列在分子主链的两侧称间规聚丙烯。一般工业

生产的聚丙烯树脂中，等规结构含量约为95%，其余为无规或间规聚丙烯。工业产品以等规

物为主要成分。聚丙烯也包括丙烯与少量乙烯的共聚物在内。通常为半透明无色固体，无臭

无毒。由于结构规整而高度结晶化，故熔点可高达167℃。耐热、耐腐蚀，制品可用蒸汽消毒

是其突出优点。密度小，是最轻的通用塑料。缺点是耐低温冲击性差，较易老化，但可分别

通过改性予以克服。共聚物型的PP材料有较低的热变形温度（100℃）、低透明度、低光泽度

、低刚性，但是有更强的抗冲击强度，PP的冲击强度随着乙烯含量的增加而增大。PP的维卡

软化温度为150℃。由于结晶度较高，这种材料的表面刚度和抗划痕特性很好。PP不存在环境

应力开裂问题。PP的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通常在1~100。低MFR的PP材料抗冲击特性

较好但延展强度较低。对于相同MFR的材料，共聚型的抗冲强度比均聚型的要高。由于结晶

，PP的收缩率相当高，一般为1.6~2.0%。  

      聚丙烯具有许多优良特性：

      1、相对密度小，仅为0.89-0.91，是塑料中最轻的品种之一。

      2、良好的力学性能，除耐冲击性外，其他力学性能均比聚乙烯好，成型加工性能好。

      3、具有较高的耐热性，连续使用温度可达110-120℃。

      4、化学性能好，几乎不吸水，与绝大多数化学药品不反应。

      5、质地纯净，无毒性。

      6、电绝缘性好。

      7、聚丙烯制品的透明性比高密度聚乙烯制品的透明性好。

      它有很多优点但也有缺点：

      1、制品耐寒性差，低温冲击强度低。

      2、制品在使用中易受光、热和氧的作用而老化。

      3、着色性不好。

      4、易燃烧。

      5、韧性不好，静电度高，染色性、印刷性和黏合性差。

 PP 价格走势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聚丙烯（PP）市场全景调查与市场年度调研报

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聚丙烯（PP）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聚丙烯（PP）

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聚丙烯（PP）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聚丙烯（PP）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聚丙烯（PP）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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