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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综述国内外铁铝金属间化合物与氧化锆陶瓷及其复合材料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材料学的角度
，分别阐述了铁铝金属间化合物与氧化锆陶瓷的结构、性能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研
究工作，较系统介绍了铁铝金属间化合物/氧化锆陶瓷基结构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组织结构、力学
性能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该类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机制进行了分析总结。
本书内容全面，结构完整，并附有英文图（表）注。
本书可供从事陶瓷及其复合材料研究和生产的科技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材料专业师生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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