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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无金属聚合方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作为高分子合成的基本原料和单体类

型，环氧化合物参与的聚合反应是无金属催化聚合领域最早且最受关注的一类研究对象。树枝状磷腈

碱是最常用于环氧单体开环聚合的有机催化剂，具有溶解性好、碱性强、非亲核性等优点。除经典的

醇羟基类引发剂外，磷腈碱还可配合酚羟基、酰胺等弱酸型引发基团，使环氧单体在含有这些基团的

聚合物上进行原位接枝聚合。通过由强碱型催化剂向强酸型或双官能酸碱对型催化剂的原位转化，可

实现环氧和环酯单体的一锅法连续、可控嵌段共聚。此外，磷腈碱还可催化环氧与环酚酯、环状酸酐

的开环交替共聚，在碱性适当时具有明显的活性聚合特征。然而，磷腈碱的催化效率不高，强碱性还

可诱发向单体的链转移等破坏性副反应，并且磷腈强碱的残留物具有显著的细胞毒性。将碱性较弱的

磷腈分子与烷基硼结合成Lewis酸碱对型催化剂，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并利用双组分无金属催化

体系的特殊性质，发展了一系列高效、精准、简便的环氧基高分子结构构筑及功能化新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