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力化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机械力化学>>

13位ISBN编号：9787122024510

10位ISBN编号：7122024512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陈鼎

页数：3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力化学>>

内容概要

　　《机械力化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机械力化学的理论和应用，内容包括机械力化学设备和理论
、金属材料的机械力化学、无机非金属材料的机械力化学、高分子材料的机械力化学、摩擦化学简述
等内容。
　　《机械力化学》内容新颖、信息量大、理论性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理论参考价值，可供化学
、材料、医药、选矿、冶金和环境等领域相关工程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专业相关的研究生和
本科生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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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机械力化学概论　　1.1 机械力化学的发展历史　　机械力化学是化学的一个分支，它着
重研究凝聚态物质在受到机械力作用时发生的化学或物理化学转变。
　　所谓机械力化学反应是通过机械力的不同作用方式，如研磨、压缩、冲击、摩擦、剪切、延伸等
，引入机械能量的累积，从而使受力物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结构发生变化，提高其反应活性，从而激
发和加速产生的化学反应。
　　一般认为最早的关于机械力化学的研究文献是Carey Lea在1882年与1884年发表的关于机械碾磨使
部分AgCl和HgCl2分解成为金属Ag或Hg和Clz的报道，他细致地观察和研究了金、银、铂和汞的卤化物
在碾磨后产生部分氯气和单质金属的现象，并认为这种分解不是由于温度的作用，因为这些物质都表
现出足够的高温稳定性。
在Lea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不仅热、光和电能能够激发化学反应，机械能也可以激发化学反应，从而
为机械力化学的诞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是最近美国学者Takacs研究提出，最早有关机械力化学文献应为公元前4世纪EreSUS所著的“One
Stones”中关于在铜碾钵中用铜杆研磨乙酸和HgS而得到液态金属H9的描述，说明机械力化学现象很
早就已经被人们所观察到，而人类对机械化学效应的应用则可以追溯到猿人钻木取火。
　　明确的机械力化学的概念于1919年由Ostwald根据能量观点对化学进行分类时首次提出，他认为在
化学学科中应从诱发化学反应的能量源的性质来分类，已经有热、电、光、放射、磁化学等分支，因
此可以将机械力诱发的化学反应称为机械力化学反应。
他致力于从能量的观点研究化学反应的系统性，认为应把机械力化学理解为像热化学、电化学、光化
学一样作为物理化学的一部分。
机械力化学从此作为一种边缘化学分支而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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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力化学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机械能来诱发化学反应和诱发材料组织，结构和性能的变化，以此
来制备新材料或对材料进行改性处理。
《机械力化学》共分六章，主要介绍了机械力化学设备和理论、金属材料的机械力化学、无机非金属
材料的机械力化学、高分子材料的机械力化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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