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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非金属材料是三大支柱材料之一，是我国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是继固体材料结构基础、无机材料物理化学等课程之后为无机非金属材料
专业开出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面向21世纪材料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要求，以无机非金属材料二级学科为专业方
向，打破传统的课程体系，全面系统地建立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的课程体系的教学改革思想而
编写。
传统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课程分别由《水泥工艺学》、《陶瓷工艺学》和《玻璃工艺学》等彼此
独立的分散体系为主组成，虽重视了每个体系的独立与完整性，但忽视了在无机非金属材料体系下的
统一性。
目前，材料研究与应用领域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日渐发展，材料功能也由单一向多功能发展。
另外，虽然根据无机非金属材料种类的不同和性能要求的不同，各种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生产方法有很
大差异。
但从整个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生产过程来讲，其制备过程又有着很多共性的地方。
因此，本书打破界限，突出无机非金属材料共性的工艺技术，并反映学科发展前沿和动向。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拓宽知识面，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制
备原理、生产过程的共性与个性问题，理解工艺因素对无机非金属材料产品性能与结构的影响，能够
从技术与经济的角度分析各类无机非金属材料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生产的方案，培养智能型
和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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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特种陶瓷的分类特种陶瓷由于不同的化学组分和显微结构而决定其具有不同的特殊性质
和功能，如高强度、高硬度、耐腐蚀、磁性、透光，以及压电、铁电、光电、声光、磁光、超导、生
物相容性等。
人们为了生产、研究和学习上的方便，有时不按化学组成，而根据性能及用途的不同将特种陶瓷分为
结构陶瓷和功能陶瓷两大类。
另外，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纳米陶瓷也日益得到重视，成为特种陶瓷中的重要一员。
①结构陶瓷：结构陶瓷是着重于发挥其力学、热学、化学等效能的一类先进陶瓷材料。
包括高强度陶瓷、高温陶瓷、高韧性陶瓷、耐酸陶瓷等，由于它具有耐高温、耐磨损、耐腐蚀、耐冲
刷、抗氧化、耐烧蚀等优异性能，可以承受金属材料和高分子材料难以胜任的严酷工作环境，广泛用
于能源、航空航天、机械、汽车、化工等领域，主要用作切削工具、模具、耐磨零件、泵和阀部件、
发动机部件、热交换器、生物部件和装甲等，如氮化硅、碳化硅、二氧化锆、碳化硼、二硼化钛、氧
化铝等。
虽然高性能结构陶瓷具有一系列优异性能，逐渐成为尖端技术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
但其致命的弱点是脆性大，不像金属那样具有塑性变形的能力，因此改善结构陶瓷的脆性，增强韧性
是多年来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另外，对于特种陶瓷材料，在强调其机械性能时，不能仅用平均强度作为其强度指标，还需从统计角
度来考虑其强度值的可靠性与分散程度。
这种分散性，主要与制造及加工过程中引入的各种缺陷有关。
在提高材料平均强度的同时，如何提高材料强度的可靠度，已成为结构陶瓷材料开发研究的一个重要
课题。
②功能陶瓷：功能陶瓷主要是指利用其电、磁、光、声、热和力学性能，以及其间的交叉耦合效应来
制作各类与能量转换相关器件的陶瓷材料。
功能陶瓷由于材料晶体结构的不对称性而存在自发极化，在各种外界因素，包括应力、温度或电场等
的作用下，引起自发极化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电效应，因而产生了压电、热电和光电等效应。
而且，通过对电畴作用、晶界效应、表面电导、离子电导、电子电导、铁磁效应以及相变等方面的研
究，构成了力敏、热敏、气敏、声敏、湿敏、光敏、磁敏等传感器的理论基础。
功能陶瓷包括铁电陶瓷、压电陶瓷、电解质陶瓷、半导体陶瓷、光学陶瓷、磁性陶瓷、陶瓷薄膜等，
在电、磁、光、热、力、化学、生物等信息的检测、转换、处理和存储显示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功能陶瓷的发展趋势是多功能化和智能化，即从其单一的力学、热学、电学、磁学、光学等向复合特
性功能发展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
多相复合是使功能陶瓷的传感功能与驱动功能集于一身，即制备所谓机敏陶瓷的有效途径，它将成为
功能陶瓷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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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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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