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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玻璃成分对玻璃材料或制品的性质、功能、制备、应用均起关键作用。
本书从玻璃成分与结构、性质之间关系出发，由玻璃成分计算玻璃性质入手，阐述玻璃成分设计和调
整的原理和方法，既介绍了经验方法，又介绍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利用数据库与专家系统进行成分设
计。
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阐述了循环利用资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进行设计的主导思想和设计原则。
对性质计算，均辅有例题。
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平板玻璃、瓶罐玻璃、器皿玻璃、仪器玻璃、眼镜玻璃、有色玻璃、乳浊玻璃、医
药用玻璃和电真空、电子玻璃成分，不是单纯地罗列成分，而是介绍各种玻璃成分的性质以及如何根
据玻璃性质要求来设计和调整成分。
考虑到国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采用兼收并蓄方针，既有传统的成分，也有
国内外最新成分，并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实用性强，使读者能各取所需。
　　本书可供建材、化工、轻工、电子、电光源等系统从事玻璃专业生产、科研、设计的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技术工人阅读，也可作为大专院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学工程专业的参考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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