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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鈷錯合物調控之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在控制醋酸乙烯酯以及其他非共軛單體的聚

合反應上效果卓越。本實驗室致力於鈷錯合物調控之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的機理研究

與應用開發，近年來系統性的研究各種鈷錯合物對自由基聚合的控制機理，並藉由量

測各項熱力學常數，建立理論模型，找出鈷錯合物的氧化還原電位與聚合控制機理的

關係，用以預測不同鈷錯合物在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中的反應特性 1。除了理論基礎，

我們也改善此一方法，以擴展其應用範圍。因為鈷錯合物調控之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

雖然可以控制非共軛單體的聚合反應，但對於共軛單體如苯乙烯或甲基丙烯酸甲酯卻

不是那麼的有效。我們將原子轉移自由基聚合與鈷錯合物調控之自由基聚合相結合，

以合成出共軛-非共軛單體的嵌段共聚物，拓展了鈷錯合物調控自由基聚合，也合成出

多種醋酸乙烯酯的嵌段共聚物 2。其中，我們選擇了醋酸乙烯酯與丙烯酸甲酯的嵌段共

聚物，並將之水解形成聚乙烯醇與聚丙烯酸的嵌段共聚物來探討嵌段共聚物的特殊物

性。結果發現在拉伸性上，聚乙烯醇與聚丙烯酸的嵌段共聚物比起同樣組成的聚乙烯

醇與聚丙烯酸的混和物高出三倍。經過研究，推測主要是因為嵌段共聚物會在局部小

區域有微觀相分離的現象，產生大量的介面，增加了材料的拉伸性 3。除了材料的應用，

我們也設計三嵌段共聚物作為藥物載體。三個嵌段分別扮演了親水、載藥、與感光的

角色。藉由光響應性與酸鹼響應性的雙重作用，達到高藥物包覆率，高載體穩定性，

以及高釋放率的效果。並利用研究三嵌段共聚物在不同環境中的相變化，來了解藥物

的包覆與釋放的機制，以期未來能設計出更好的藥物傳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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