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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华大学学术专著：高性能多相复合陶瓷》是针对过去20多年有关多相复合陶瓷材料研究的系
统性总结，内容包括晶须补强增韧的多相复合陶瓷材料，颗粒弥撒增韧的多相复合陶瓷材料，相变增
韧的多相复合陶瓷材料，仿竹木结构的纤维独石多相复合陶瓷，仿贝壳珍珠岩结构的层状多相复合陶
瓷，多相复合陶瓷材料的应用等。
　　《清华大学学术专著：高性能多相复合陶瓷》可供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参考，也可
供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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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先进陶瓷材料的现状与研究进展　　有机高分子材料、金属材料、无机非金
属材料（即广义的陶瓷材料）、复合材料是当代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四大基础材料，而无机非金属材料
中的先进陶瓷材料是不可缺少的一类重要材料。
先进陶瓷通常分为功能陶瓷和结构陶瓷两大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生物陶瓷材料，人们有时将生物陶瓷单独列为一类（黄勇，2000；张
立同，2005；师昌绪，2004）。
　　1.1.1 功能陶瓷　　功能陶瓷是指利用电、磁、声、光、热等直接效应及其耦合效应所提供的一种
或多种性质来实现某种使用功能的先进陶瓷。
功能陶瓷是当前先进陶瓷材料研究领域中最具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组成部分，是电子、信息、计算
机、通信、激光、医疗、机械、汽车、自动化、航天、核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行业或技术领域中的关键
材料。
　　电子信息技术的集成化、微型化和智能化发展趋势，推动着电子元件日益向微型、轻量、多功能
、高可靠性和高稳定方向发展。
功能陶瓷元器件的多层化、多层元件片式化、片式元件集成化、集成元件模块化和多功能化，已成为
今后的发展总趋势。
　　陶瓷传感器向集成化、微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兼具传感和驱动（执行）功能于一体的灵巧或
机敏（smart）材料，以及具有自诊断、自调整、自恢复、自转换和自协调功能的智能陶瓷体系的研究
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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