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果与讨论 

1、聚合物结构表征 

 

实验方法 

      用界面缩聚法制备水溶性聚席夫
碱。 

           将所制备的聚席夫碱与PVA水溶

液进行混合，浇膜，得到聚席夫
碱含量（质量比）分别为为3wt%

、9wt%、13wt%的复合膜,所得复
合膜分别命名为M-0、M-3、M-9

、M-13。 

研究目的 

        合成一种磺酸取代的、具有良好

水溶性的聚席夫碱，并将其与水溶性
高分子聚乙烯醇（PVA）进行复合，
制备出PVA与/聚席夫碱分子复合材料

，对其荧光性和物理机械性能进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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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聚席夫碱，又称聚甲亚胺，是一
种含有C=N基团的功能高分子材料。
自1923年Adams首次合成聚席夫碱以

来，由于其热稳定性好、强度高、并
具有荧光性以及抗菌性等特点，受到
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但聚席夫碱在
一般溶剂中溶解性差，也难以熔融加
工成型性，其应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因此，合成可溶的、取代型的聚席
夫碱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结论 

● 通过对聚合物表征以及所制得的混合溶液

可以发现，水溶性聚希夫碱得到合成并且
其荧光性能良好； 

● 由PVA/schiff base 所制备的复合膜不仅具有
良好的荧光性，还具有高强度。 

            Email: pengmao@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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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 

 

        用傅立叶红外光谱(FT-IR)、核磁
共振法(1H-NMR)、凝胶渗透色谱（
GPC）、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UV-

Vis)，荧光光度计，万能电子试验机
对聚合物的结构和性能进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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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400 cm-1处为端基中-NH2

的吸收峰，1670 cm-1为-C=N

的吸收峰，而在1200-1000 cm-

1为磺酸基的吸收峰，说明得
到了目标产物。 

2、混合溶液的荧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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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得混合水溶液进行紫外以及
荧光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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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GPC对其分子量进
行测定，Mw为
2780g/mol,为齐聚物
。 

PVA/PSB混合水溶液的
荧光吸收光谱图 

PVA/PSB混合水溶液的
UV-vis 吸收谱图 

 

 

  对其进行荧光光 

谱分析发现，该溶 

液有两个吸收峰， 

并随着浓度增大而 

强度降低，为明显 

的聚集淬灭现象。 

PVA/ PSB混合溶液的数码照片：(1)紫外灯照
射前;(2)紫外灯照射后。a: M-0, b: M-3, c: M-

9, d: M-13. 

3、复合材料膜的性能研究 

    对所制备的复合材料膜在紫外灯下进行照射，
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具有荧光性能，并且随着PSB

含量的增加，荧光性下降，具有聚集淬灭现象。 

PVA/PSB 复合膜的荧光图片：光照前(a, 

a1, a2)；光照后(b,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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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膜的应力-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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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膜强度随席夫碱含量变化 

由溶液的UV-vis

光谱可知，紫外
吸收最大波长在
380nm附近。因
此荧光光谱以380 

nm作为激发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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