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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陶瓷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技术内涵和艺术价值，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材料科学与工程著作系列：陶瓷科技考古》按照陶瓷科技考古工作开展的顺序，全面、系统地介绍
陶瓷科技考古各环节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如陶瓷科技考古的相关概念，古陶瓷相关遗址的调查、
勘探与发掘，古陶瓷组成、结构及性能分析方法，古陶瓷制作工艺研究，古陶瓷修复技术，古陶瓷时
空定位等，并对陶瓷科技考古学科发展趋势做了简要展望。

　　《材料科学与工程著作系列：陶瓷科技考古》的出版将填补陶瓷科技考古在教材方面的空白，可
作为陶瓷科技考古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使用，同时对广大科技考古工作者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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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章主要介绍化学成分分析、显微结构分析、物相结构分析、物理性能分析及热性
能分析等古陶瓷的科学技术分析。
 3.1 化学成分分析 化学成分分析是指对样品中不同的元素所占比例的分析。
在古陶瓷研究中，化学组成的测试和分析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古陶瓷具有一个从陶到瓷连续不断
的、完整的、至少有8000多年历史的发展过程，其化学组成上的变化也是循序渐进和逐步变化的，因
此它能间接提供关于陶瓷的起源、原材料的种类、产地、烧制工艺的演化以及产品流通等多方面的信
息。
例如，对陶器来说，可以根据其化学元素成分，确定其所用原料的来源、烧制的年代等。
在我国，成分分析法最早应用于古陶瓷的研究中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周仁院士对杭州郊坛下南
宋官窑瓷片进行的化学分析，其目的是为再现我国南宋官窑瓷的制作TZ提供科学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李家治教授以及他的同人、学生们针对古陶瓷的化
学组成开展了长期系统的研究工作。
 古陶瓷的化学成分分析内容主要包括古陶瓷的胎、釉、彩的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组成与
含量。
常量元素一般是指样品中含量大于或等于2％的元素，而且这些元素的比例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微量
元素是指含量介于0.1％-2％之间的元素，这些元素通常是人们刻意引入的；痕量元素是指含量低于0.1
％的元素，因此通常以μg／g为单位来表示其测定的含量，对于这些元素的存在与否，古代先民是不
能控制的，一般由制作古陶瓷的原料产地所决定，所以痕量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古陶瓷的断源研究。
 古陶瓷的成分分析技术主要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大类。
国内外用于古陶瓷元素成分分析检测的科学手段主要有：湿化学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
析、原子光谱分析和电子微探针分析等。
可见古陶瓷的化学组成可用多种方法测量，但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安排研究方法
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
通常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该方法能测量哪些元素和所能达到的灵敏度、准确度和精密度（数据的重复
性），样品是否被破坏及样品的消耗量，样品制备的难易度，以及测量费用和测量用时等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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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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