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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玻璃的发现及生产制造已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它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历程。
至今，玻璃品种不断丰富，大规模工业生产也有100多年历史。
玻璃具有广泛的用途，如窗玻璃、器皿玻璃、瓶罐玻璃、眼镜玻璃、光学镜头、激光器、针剂瓶、光
伏电池基板、热水器集热管、液晶显示器基板玻璃、幕墙玻璃、汽车风挡等，不胜枚举。
近20年来，玻璃在信息、通讯、能源、航天、电子和生物医药等新领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玻璃生产大国，玻璃品种最多，产量最大，但是在生产质量
、高端产品、研发技术与水平等方面与玻璃强国还有较大差距。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对玻璃材料的认知在不断地完善，诞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加深了人
们对玻璃的组成、结构、性能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玻璃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融，科研人员不断
地探索玻璃新品种和新工艺，如金属玻璃和镀膜玻璃等，促进了玻璃科学及玻璃材料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适应玻璃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本编写组在编写本书时集合了国内的玻璃专家及学者，在
原轻工版《玻璃工艺学》（1982）的基础上，广泛地参考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对玻璃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新工艺、玻璃品种等作了大量补充和完善。
本书基本特点：①在玻璃工艺原理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补充和完善，加强了玻璃结构理论的阐述，补充
了微晶玻璃系统、金属玻璃和制备方法，加强了玻璃结构研究方法的介绍；②加强了玻璃性能的阐述
和测试方法的介绍，满足技术人员对性能测量原理的理解；③增加了玻璃成分设计，可以解决玻璃技
术人员在玻璃成分设计方面的茫然，建立玻璃成分与性能的数学关系，更好地满足玻璃新产品的开发
需要，涉及的玻璃性能参数达10多项；④补充了一些玻璃新品种的成形工艺与加工方法，为玻璃技术
人员开阔视野和提供新思路；⑤在玻璃缺陷与控制方面，收集了更多缺陷图片，让读者对缺陷类型有
更直观的认识；⑥在附录中收集和精选了国内外14大类玻璃品种的800多个玻璃化学组成和性能参数，
相信这些资料会使读者在实践中受益。
本书以玻璃工艺原理及玻璃工艺过程为主线来阐述各个章节，力求理论结合实际，成分设计与产品性
能相结合，生产技术与检测技术相结合，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并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
玻璃工业的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将循环经济与玻璃利废相结合。
本书内容丰富，文字简练，图表信息量大，实用性强，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无机
非金属材料专业的基础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玻璃工业、建材工业、建筑工业、硅酸盐工业、化
学工业、电真空工业等行业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使用。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大的玻璃界前辈及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得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李建华编
辑的帮助，沈长治和王承遇两位老先生对本书的组稿和编写进行了系统的指导、修改和审阅，中国科
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姜中宏院士对第2章进行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北京玻璃集团总工程师
梅德馨审阅了本书大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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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玻璃工艺学》基本特点：①在玻璃工艺原理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补充和完善，加强了玻璃结
构理论的阐述，补充了微晶玻璃系统、金属玻璃和制备方法，加强了玻璃结构研究方法的介绍；②加
强了玻璃性能的阐述和测试方法的介绍，满足技术人员对性能测量原理的理解；③增加了玻璃成分设
计，可以解决玻璃技术人员在玻璃成分设计方面的茫然，建立玻璃成分与性能的数学关系，更好地满
足玻璃新产品的开发需要，涉及的玻璃性能参数达10多项；④补充了一些玻璃新品种的成形工艺与加
工方法，为玻璃技术人员开阔视野和提供新思路；⑤在玻璃缺陷与控制方面，收集了更多缺陷图片，
让读者对缺陷类型有更直观的认识；⑥在附录中收集和精选了国内外14大类玻璃品种的800多个玻璃化
学组成和性能参数，相信这些资料会使读者在实践中受益。
　　《新编玻璃工艺学》以玻璃工艺原理及玻璃工艺过程为主线来阐述各个章节，力求理论结合实际
，成分设计与产品性能相结合，生产技术与检测技术相结合，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并依据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将玻璃工业的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将循环经济与玻璃利废相结合。
《新编玻璃工艺学》内容丰富，文字简练，图表信息量大，实用性强，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基础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玻璃工业、建材工业、建筑工业、
硅酸盐工业、化学工业、电真空工业等行业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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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玻璃的定义与结构玻璃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特性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其用途十分广泛
，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部门。
玻璃的物理、化学性质不仅决定于其化学组成，而且还与玻璃的结构具有密切相关。
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玻璃结构，掌握玻璃组成、结构、性能三者之间内在规律，才能通过改变其化学
组成、制备工艺和热处理条件，制备出符合使用性能要求的玻璃材料。
1.1玻璃的定义玻璃分为狭义玻璃和广义玻璃。
狭义玻璃是指熔融物在冷却过程中不发生结晶的无机物质，仅指无机玻璃，它包括氧化物玻璃、非氧
化物玻璃、非晶半导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可以通过真空蒸镀、火焰喷射、溶胶凝胶、气相沉积、冲击波、中子辐照
等方法来制备非晶态物质，显然，这些方法都不同于传统的熔融法。
同时，除了无机玻璃外，也可用有机物或金属在特定条件下制备出玻璃。
广义玻璃是具有转变温度（Tg）的非晶态材料，非晶态材料是指其原子排列在近程有序而远程无序，
原子排列不具有平移周期性关系；当温度连续升高（或降低）时，在某个温度范围内发生明显结构变
化，导致热膨胀系数、比热容等性质发生突变，这个温度范围所对应的性质转折点就是转变温度Tg，
如图1-1所示。
非晶态材料包括无机玻璃、金属玻璃、有机玻璃等，其种类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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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玻璃工艺学》基本特点：①在玻璃工艺原理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补充和完善，加强了玻璃结构理
论的阐述，补充了微晶玻璃系统、金属玻璃和制备方法，加强了玻璃结构研究方法的介绍；②加强了
玻璃性能的阐述和测试方法的介绍，满足技术人员对性能测量原理的理解；③增加了玻璃成分设计，
可以解决玻璃技术人员在玻璃成分设计方面的茫然，建立玻璃成分与性能的数学关系，更好地满足玻
璃新产品的开发需要，涉及的玻璃性能参数达10多项；④补充了一些玻璃新品种的成形工艺与加工方
法，为玻璃技术人员开阔视野和提供新思路；⑤在玻璃缺陷与控制方面，收集了更多缺陷图片，让读
者对缺陷类型有更直观的认识；⑥在附录中收集和精选了国内外14大类玻璃品种的800多个玻璃化学组
成和性能参数，相信这些资料会使读者在实践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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