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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氧化物陶瓷材料近几十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现代高新科技的进步，在人类社会进步
的历程中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非氧化物陶瓷的化学组成不含氧，目前，非氧化物陶瓷主要包括碳化物陶瓷和氮化物陶瓷，其中碳化
物陶瓷主要有碳化硅陶瓷、碳化钛陶瓷、碳化硼陶瓷、碳化钨陶瓷、碳化锆陶瓷、碳化钒陶瓷、碳化
铬陶瓷等；氮化物陶瓷主要有氮化硼陶瓷、氮化铝陶瓷、氮化钛和氮化硅陶瓷等。
非氧化物陶瓷原子间主要是以共价键结合在一起，因而赋予了其较高的硬度、模量、抗蠕变、抗氧化
、耐腐蚀等基本性能，同时非氧化物陶瓷还有许多特殊电学、光学、生物化学性能，如导电性、导热
性、铁电性、压电性等。
正因如此，非氧化物陶瓷具有很多氧化物陶瓷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能，适用于各种特殊用途的功能、结
构材料，使用量正日益增多，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近二十年来，非氧化物陶瓷的发展异常迅速，目前已经渗透到各个尖端科技领域，并有不断扩大的趋
势。
例如，空间技术、航海开发、电子技术、国防科技、无损检测、广播电视等领域中正在不断涌现出性
能优良的非氧化物陶瓷。
材料的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特定的性能是与特定的化学组成和制备工艺分不开的。
本书是作者在完成省市科技攻关项目、国防科技预研项目及在长期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对非氧化物陶
瓷材料知识的积累和综合。
以非氧化物陶瓷材料为对象，从陶瓷结构基础出发，对原料、工艺、特性、应用作了全面阐述，尤其
着重于非氧化物陶瓷的制备技术、烧结工艺、加工技术。
此外本书还对非氧化物陶瓷的特殊性能及新应用做了详细论述，如力学、电学、光学、生物化学等，
从而使广大读者对非氧化物陶瓷材料有系统而全新的认识。
本书的出版有利于读者进行新材料的研制和进一步扩大对材料的应用。
不但可以作为专业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教材，而且可以作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和生产技术人员
的参考书。
为了使本书更系统、完整，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书中还引用了国内外有
关研究者的许多文献资料、实验数据及研究成果，特别是华南理工大学的胡晓力教授的博士论文，在
此向所有被引用文献的作者和同行深表谢意。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陶瓷材料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非氧化物陶瓷，其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制备
技术也在不断刷新，加之编者水平和时间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广大读者谅解并给
予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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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碳化物陶瓷、氮化物陶瓷等为对象，从陶瓷结构基础出发，对原料、工艺、特性及应用作了全
面阐述，尤其着重于非氧化物陶瓷的制备技术。
烧结工艺、加工技术。
     本书还对非氧化物陶瓷的特殊性能及新应用做了详细论述，如力学、电学、光学、生物化学等，从
而使广大读者对非氧化物陶瓷材料有系统而全新的认识。
     本书是作者在完成省市科技攻关项目、国防科技预研项目及在长期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对非氧化物
陶瓷材料知识的积累和综合，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不但可以作为专业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
教材，而且可以作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及生产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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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增加韧性晶须具有纤维状结构，当受到外力作用时较易产生形变，能够吸收冲击振动能
量。
同时，裂纹在扩展中遇到晶须便会受阻，裂纹得以抑制，从而起到增韧作用。
一般来说，热固性树脂固化后交联密度较大，受到弯曲应力作用时，通常不出现屈服就发生破坏，断
裂表面能很低，如环氧树脂固化物不超过250J／mol，而加入硫酸钙晶须之后断裂表面能可提高到460J
／mol，使脆性降低，韧性增大，晶须增韧树脂非但不降低耐热性，反而会有所提高。
因此，利用晶须增韧是热固性树脂增韧的一个良好途径。
（3）提高耐热性有机高分子材料最大的缺点之一是耐热性不佳，而无机晶须增强材料熔点都很高，
耐热性好，还能阻燃。
如果将晶须加入到树脂之中，高温时强度损失很少，即使是很弱的基体，因有晶须增强，在高温下也
能成倍地提高强度。
由于晶须的存在，不易引起树脂和橡胶中的大分子滑移，使玻璃化温度升高，耐热性也就必然提高。
（4）提高触变性晶须比表面积大，有的品种结构上还有羟基，与树脂混合后有可能形成氢键，增大
了触变性。
也有很好的增稠性，对于所配制的胶黏剂、密封剂和涂料在使用时很有利。
（5）提高制品的质量短纤维填充剂对树脂有较大的增强作用，但制件表面不平滑，不美观，而以晶
须增强的热固性和热塑性树脂可以制成形状复杂、尺寸微小、外观光滑精美的制件，大大提高了制品
的质量。
1.3.2 SiC晶须生长机理碳化硅晶须的生长状况有三个级别：生长单一材料晶须；在单晶体基础上沿某
个结晶学取向生长（如（111）方向）；在基体上控制生长出具有一定直径、高度、密度和排列的晶须
。
用于增强复合材料的晶须为第一级生长水平，用于半导体材料需二、三级生长水平。
其生长机理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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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氧化物陶瓷及其应用》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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