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功能杂化材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功能杂化材料>>

13位ISBN编号：9787502578534

10位ISBN编号：7502578536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西班牙)佩德罗·哥曼斯·罗曼罗

页数：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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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功能杂化材料>>

内容概要

　　《功能杂化材料》较全面地阐述了功能杂化材料的制备方法（无机物插层法、溶胶一凝胶法、聚
硅氧烷及导电聚合物制备），性能（光学功能、磁学功能、能量存储和转换功能）以及应用（传感器
、电池和用于太阳能电池的高电活性材料和生物活性材料），概括和总结了当前功能杂化材料的研究
热点与现状，是一本集新颖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的科技图书。
　　《功能杂化材料》可作为从事材料研究，尤其是杂化材料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
校材料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必修或选修教材及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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