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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原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叙述陶瓷工业、陶瓷工艺过程及陶瓷制品；第二部分从原子微观尺度
上论述陶瓷固体的结构特征；第三部分论述陶瓷材料显微组织的形成过程；第四部分论述陶瓷材料的
热、光、形变、强度、热应力、电导、介电、磁等物理、力学性能。
本书从陶瓷物理与化学的观点系统阐明了陶瓷材料的组成、结构、制备、性能、应用及其控制的相互
关系，对结构缺陷，表面、界面及晶界，相平衡及相变动力学，烧结机理及模型等陶瓷材料的理论基
础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一本内容丰富和比较深入的陶瓷材料科学专著。
    本书可供材料科学与工程，特别是陶瓷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
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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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已经制成了组成和天然沸石相似、但其组成能得到更好控制的分子筛。
其结构也可以进行调控，使它的晶格间距（这些化合物的晶格间距很大）可用以分离不同尺寸分子的
化合物。
玻璃陶瓷是一类新材料。
首先以玻璃的方式成形，然后使它成核并晶化而成为一种高度结晶的陶瓷材料。
自从康宁（Coming）玻璃公司最先推出耐热玻璃Pyroceram以来，这一概念已经在几十种组成物中获
得了应用。
已经在氧化铝、氧化钇、尖晶石、氧化镁、铁氧体等为基础的组成物中制备出了无气孔多晶氧化物。
许许多多其他新型的陶瓷材料在一二十年前还不为人知，而今天却在生产和应用。
具有新奇而有用性质的新产品正在不断出现。
从这一点上说，陶瓷工业是变化最快的工业之一。
这些陶瓷材料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需要新材料来使目前有用的设计变成切实可用的产品。
很多新的、在工艺上合理的结构与系统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就是缺乏令人满意的材料，而新型陶瓷正在
不断地弥补这些不足。
陶瓷的新用途  对新的、更优良性能的需求导致了新型材料的发展；同样，基于它们的特性，这些新
材料的出现又开辟了许多新用途。
对陶瓷及其性能的深入理解加速了“新型陶瓷一新的用途一新型陶瓷”这一循环的发展。
在磁性陶瓷领域可以看到陶瓷新用途的一个发展实例。
这类材料具有典型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
某些铁磁材料具有很近似方形的磁滞回线，特别适用于电子计算机的记忆电路。
陶瓷这种新用途促进了对材料和工艺的广泛研究和发展。
另一个实例是核能的发展对铀（有时用钍）浓度很高、具有抗腐蚀稳定性和经受大量铀原子裂变而不
变质的能力的含铀燃料提出了需求。
从许多应用来看，作为核燃料的UO2是一种特别好的材料。
因此，氧化铀陶瓷已成为反应堆技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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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陶瓷导论(第2版)》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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