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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是人类从事生产和保障生活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技术先导，21世纪的今天，材料在当
代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材料科学、信息科学以及生命科学被并列誉为支撑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材料合成与制备”作为材料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材料科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技术
的发展不断对材料提出新的要求，而新材料的诞生、改进是和合成与制备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拥
有先进的材料合成与制备工艺便拥有先进的新型材料。
材料先进制备技术与合成技术的研究，是目前材料科学技术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并且是“十一五
”863计划新材料技术领域高性能结构材料技术主体的六个重要研究专题之一。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作者结合多年从事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的教学工作及讲授本科生、研究
生“材料合成与制备”课程的经验，结合目前从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攻
关计划项目等基础和应用课题的研究成果，现代无机新材料的常用合成与制备技术，参考国内外大量
最新著作与文献，对“材料合成与制备”的概念、工艺、应用、发展等方面进行论述。
　　本书每章自成体系，以合成与制备技术为主线，以合成与制备原理为理论基础，以新材料的合成
与制备技术为主题。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尊重本科教学规律，兼顾研究生培养和国防工业技术人员对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的
需求。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物理专业、材料化学专业等相关本科专业和研究生教学的教材
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国防工业领域从事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科研人员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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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合成与制备》共10章，主要内容包括溶胶一凝胶合成、水热／溶剂热合成、电解合成、定
向凝固工艺、化学气相沉积、低温固相合成、热压烧结以及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工艺。
《材料合成与制备》综合了目前集中前沿材料合成与制备工艺方法，并附有各种方法制备先进材料的
实例，将理论与实验有机结合。
　　《材料合成与制备》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物理专业、材料化学专业等相关本科专业
和研究生教学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国防工业领域从事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科研人员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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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0章 绪论　　0.1 材料合成与制备的含义　　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各种物品、器件、机器或其他
产品等具有某些功能的化学物质的总称。
材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从远古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
时代，还是到21世纪的纳米时代，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以人类所用材料的进步作为时代划分的标志。
材料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先导，也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材料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材料的发展和进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对材料的认
识由简单到复杂、由经验到科学认知的具体体现。
而固体物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对物质结构和物性的深入研究，推动了
对材料本质及合成机理的了解，从而使人类对材料的制备、结构及性能之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为材料科学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材料的合成与制备是一切材料形成的基础和保障，先进的合成与制备工艺是推动材料特别是新材
料的发展和创新的动力。
随着人类对高性能和高产量化物质的不断追求，高性能器件对材料功能性和结构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
要求，材料的合成和制备技术也已成为一种新兴的高科技产业。
掌握材料的制备原理、方法和工艺，将对材料的开发、生产和应用起到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材料的合成和制备是指合成材料的合理方法和手段以及获得材料的过程，但二者在定义上也存在
差别。
具体来说，材料合成是指促使原子或分子构成材料的化学和物理过程。
关于材料合成的研究既包括寻找新合成方法的问题，也包括以适当的数量和形态合成材料的技术问题
；既包括新材料的合成，也包括已有材料的新合成方法及新形态的合成。
材料新合成方法有溶胶一凝胶合成、水热／溶剂热合成、电解合成、固相合成和高压合成等；合成的
新形态材料如纤维材料、薄膜材料、纳米粉体材料、复合材料等。
材料制备是指研究如何控制原子与分子使其构成有用的材料，这一点与材料合成的概念相同。
但是材料制备还包括在更为宏观的尺度上控制材料的结构，使其具备所需的性能和使用效能，即包括
材料的加工、处理、装备、配合和制造。
常见的制备工艺如热压烧结、定向凝固等。
在现代材料科学的研究中，材料合成和制备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目前，许多工艺既包含合成也包括制备，如铸造、自蔓延、熔铸、喷涂及放电等离子烧结等，但无论
是任何一种形成材料的工艺，其最终结果都是以生产出高性能、高质量的材料为目的，以满足制造各
种物品器件或设备的需求。
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特殊功能材料等都是材料合成与制备工艺发展的杰出代表，材料制备工艺的突
破与新材料的出现是推动材料学科以及相邻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也已将材料设计与制备的新原理与新方法列入面向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
目前，随着材料合成与制备工艺的发展和进步，国际上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万种的新化合物和新物相被
合成与制备出来，而且仍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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