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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玻璃陶瓷又称微晶玻璃，作为一种新型材料，经过60余年的发展，其在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
其中氟硅酸盐玻璃陶瓷以其独特的可加工性、高强度高韧性和生物活性在玻璃陶瓷家族中独树一帜，
受到材料界的广泛关注。
作者在近10年来的科研工作中发现，虽然该材料自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国外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不多见（氟云母玻璃陶瓷除外），到目前为止也未见到一
部系统介绍该材料的专著。
由于各研究者实验条件和侧重点不同，有些结果也不尽相同，行业内迫切需要一部这方面的专著对本
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归纳总结，作者因而萌发了撰写一部能够反映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的学术专著的愿望。
在阅读了国内外学术期刊上40多年来所发表的几乎所有与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相关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作者结合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和思考，经过近2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编写本书主要目的是为我国从事玻璃陶瓷研究和生产的工作者提供一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
在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的全貌，为将来进一步开发该体系中的新材料提供有
益的借鉴和启示，同时也可为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参考资料。
氟硅酸盐玻璃陶瓷中的晶体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地质学对这些晶体的组成、结构、成因和合成已作了
大量的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本书在内容安排和写作思路上尝试着将这两个学科的知识进行融合，在从材料学角度对氟硅酸盐
玻璃陶瓷研究成果阐述的同时也对在地质学研究中所取得的相关成果进行了介绍，并注重引用地质学
理论研究成果对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研究中出现的一些试验现象和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再进行归纳总
结上升为理论。
例如运用地质学中的晶体多体理论可以成功地解释氟硅酸盐玻璃陶瓷析晶过程中氟云母→氟闪石、氟
云母→透辉石的晶相演变现象，不仅首次建立了玻璃陶瓷析晶过程中氟云母→氟闪石相变的多体转变
晶体学理论，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晶体多体理论自身，促进了两个学科在理论上的发展。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对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所取得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并
结合材料学基础理论加以讨论，从而找出其中的共性规律上升为理论，而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研究成果
的罗列。
书中所引资料和数据均注明了出处，以便读者检索和进一步阅读。
但为了编写的需要，对部分文献内容作了取舍，有些较明显的错误也作了更正，还望原作者见谅。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对玻璃陶瓷发展史和基本知识做了介绍，第二、三、四章分别对氟云母、氟闪
石和氟硅碱钙石玻璃陶瓷国内外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归纳和总结，第五章是作者本人近年来研究工作
的总结，第六章简介了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对其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希望本书的问世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通过阅读本书，激发读者对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研究和开发
的兴趣，为推动我国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研究涉及学科知识较广，作者学识有限，虽然在撰写过程中竭尽努力，但时间精力
有限，书中不足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指正，甚为感激。
本书的出版获得了大连交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基金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章为夷2011年9月于大连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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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氟硅酸盐玻璃陶瓷自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可加工性、高强度、高韧性和生物活性
受到业内的广泛重视，国内外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本书结合作者近年来在氟硅酸盐玻璃陶瓷尤其是反应析晶法制备氟闪石玻璃陶瓷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
果，并总结了国内外40年来在该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的组成、晶体化学、析
晶机理、相变、组织结构特点、性能、制备工艺和应用做了详细介绍。

　　本书可供从事玻璃陶瓷材料研究生产的科研人员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
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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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采用两步热处理工艺对母相玻璃进行晶化，根据差热分析结果确定的晶化工艺如下
：600～620℃核化th，720-760℃晶化2h，900～920℃处理2h使晶体长大，加5%Y-TZP玻璃处理温度取
下限，加10% Y-TZP玻璃处理温度取上限。
（3）氟四硅云母一氟磷灰石一透辉石玻璃陶瓷将质量分数25%～75%、质量比为1:1的磷灰石和透辉石
组分加入氟四硅云母组分中，在1350～1500℃熔制成均匀的玻璃，再在700-1075℃间晶化处理，玻璃通
过整体析晶析出氟四硅云母、氟磷灰石和透辉石。
（4）钠氟金云母／氟磷灰石的复相玻璃陶瓷将钠氟金云母组分的原料和氟磷灰石[Calo（P04）6]组分
的原料按85：15的比例混合均匀，在铂金坩埚中1350～1400℃熔制玻璃，玻璃晶化工艺为610℃核化处
理2h和1300℃晶化处理3h。
在钠氟金云母／氟磷灰石玻璃陶瓷的基础上，再加入一定比例的氧化钙和P20s，还可制成钙云母一氟
磷灰石钠霞石三相玻璃陶瓷，用氟化钠取代氟化镁和氧化钾，可制成钠氟金云母／钠霞石玻璃陶瓷。
（5）氟金云母／莫来石复相玻璃陶瓷 在氟金云母化学计量式组分中加入5%～20%（质量分数）莫来
石（3AIz03·2S102）组分，在氧化铝坩埚中1500-1600℃熔制成玻璃，在石墨模具中浇注成型，以1℃
／min速度从600℃冷却至室温，以释放热应力，再通过两步热处理晶化处理成复相玻璃陶瓷。
2.8.3.2烧结法熔融法是制备氟云母复相玻璃陶瓷的主要工艺，近年来开始应用烧结法。
与熔融法相比，这种工艺更为灵活、简单，有些难以用熔融法制备的复相玻璃陶瓷可以方便地用这种
工艺制备出来，所制备的复相氟云母玻璃陶瓷种类也更多。
烧结法制备复相氟云母玻璃陶瓷有三种途径：融制特定组成的基础玻璃，粉碎后压制成型烧结；将氟
云母组分的玻璃粉末和其他组分的玻璃粉末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压制成型烧结；在氟云母组分的玻璃粉
末中直接加入其他晶体粉末混合压制成型后烧结。
（1）特定组成基础玻璃粉末烧结这种工艺与单相氟云母玻璃陶瓷烧结工艺流程和致密化机理基本相
同，不同的是所用的母相玻璃组成，单相氟云母玻璃陶瓷所用的母相玻璃组成基本是以氟云母化学计
量式为基，烧结时析出单相氟云母；而复相氟云母玻璃陶瓷所用的母相玻璃组成却不同，通常是在单
相氟云母玻璃陶瓷组分的母相玻璃中加入所需要的第二相组分，烧结时析出氟云母和第二相。
①氟金云母／锂辉石复相玻璃陶瓷以长石矿物为主要原料，加入化工原料调整成分，在氟金云母组成
中加入10%～60%（质量分数）锂辉石成分（L120.Al2 03·4 SiO2），玻璃具体组成见表2-10中的8～10
号配方玻璃。
将100MPa压力压制的混合料毛坯在1000℃下煅烧th后，在铂金坩埚中1100～1400℃熔制成玻璃，水淬
，研磨成75pm的粉末，在100MPa压力下压制成型。
毛坯加热至650℃等温3h后再加热至950℃等温2h烧结成氟金云母／p锂辉石复相玻璃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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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氟硅酸盐玻璃陶瓷:组织、制备和性能》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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