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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祈学孟编著的《非晶态光电功能材料》共分7章，包括磁旋光玻璃、激光玻璃、特种光学纤维玻璃、
自聚焦光学玻璃、双功能半导体玻璃——硫属化合物玻璃、超低损耗光纤材料——氟化物玻璃和其他
几种常用的光电功能材料，如红外玻璃、电光玻璃和透明陶瓷。
书中还叙述了组成工艺以及相关的高温熔制和低温法制造玻璃薄膜工艺等。

《非晶态光电功能材料》是作者在多年的研究和实验工作的基础上，收集部分国内外研究成果和资料
，编写成书，供广大材料科学工作者、研究生、博士生和高等学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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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于中等键强度对玻璃形成的意义，很早以前斯梅卡尔已解释得比较清楚。
斯梅卡尔也是以无序网络为玻璃形成的先决条件。
纯的定向键或纯的不定向键都不可能形成无序网络，因为所有质点都应占据平衡位置，而由纯定向键
或纯不定向键形成的网络很易受扰乱而变成不稳定。
如果结合键不破坏，就不可能连续转化成有序状态，才能在大范围内出现局部的无序状态。
　　斯梅卡尔提出，定向键和不定向键能同时存在的先决条件为：不规则的玻璃骨架的稳定程度足以
抵抗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在固态中可能出现下列键型。
　　①范德华晶体：由范德华键结合而成，属于不定向键。
价电子在各分子内部，很少越出这一范围。
　　②离子晶体：价电子主要结合在一种原子内，因此是不定向键。
　　③金属：价电子属于一定的能带，不能固定在一个局部，因此是不定向键。
　　④化合价晶体：价电子也不固定在一个局部，但集中在晶体中的一定区域，因而是定向键（=无
极键）。
　　由于不在最后的场合出现定向键，混合键只能有下列3种组合：无极键+离子键（例如，氧化物玻
璃）、无极键+金属键（例如，玻璃状态硒）、无极键+范德华键（例如，有机玻璃）。
　　玻璃形成网络必须有一定的配位数（2、3、4），斯梅卡尔的观点也保留这个配位条件。
斯梅卡尔认为，由于对无序的平衡位置知道太少，仅借助这一条件还不能预言能否形成玻璃。
当晶体中出现的配位数与形成玻璃所必须有的配位数相同时，玻璃的形成是有利的。
Al2O3不能形成玻璃，就是因为它在熔体冷却时所形成的刚玉晶体中的Al3+离子配位数是6，这是不能
构成网络的。
魏尔认为由类型迥异的键结合成的物质都可形成玻璃，因此认为键型决定玻璃稳定性的论点说服力并
不强。
不过用定向键还可以解释能形成玻璃的熔体黏度很大的原因。
　　如上述，从电子理论也可得出，在〔SiO4〕四面体中同时存在不同的键型。
人们发现，如硒之类的半金属中，也有sp3杂化轨道的4个定向键。
原子量增大，电子成为P—态，可以在两个方向谐振，同时键强度降低，因为价电子距离原子核比较
远。
但谐振系统具有较高的化学反应能力，易于转化，因而这种玻璃不很稳定。
在玻璃态的硒内是无极键与金属键的混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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