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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物纳米结构及其高分子基复合材料》以矿物纳米结构为基础，分别对电气石最小纳米结构及
其性能、偏高岭石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制备及性能、蛭石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制备及性能的研究进行
详尽的阐述。
具体内容包括；提出了电气石最小、最佳微粒的思想，以此思想为主导，通过对不同条件下获得的不
同粒径电气石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测试分析，归纳出各种条件对电气石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规律
，然后综合理论计算与实际测试，总结出电气石最佳超细纳米化条件的技术路线，选用不同的有机物
插层剂，对无机聚合物的主要原料偏高岭石进行插层改性，然后与有机聚合物进行纳米复合，制备聚
合物一偏高岭石复合材料；研究在传统聚合物－层状硅酸盐插层复合技术的基础上，利用改性偏高岭
石与有机聚合物复合，制备了性能良好的有机聚合物－无机聚合物复合材料；根据蛭石本身所具有的
优异性能，对蛭石矿物进行有机化处理、天然橡胶－蛭石、尼龙66-蛭石纳米复合材料、聚丙烯－蛭石
和聚氨酯有机蛭石纳米复合材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为蛭石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
际基础。

　　《矿物纳米结构及其高分子基复合材料》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同时能够为相关纳米
矿物／高分子复合材料制备领域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基础试验资料，可供从事矿物纳米材料、矿物
－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纳米科学、纳米技术以及纳米材料教学和科研的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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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炜，长江科学院，博士，高级工程师。

　　1998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矿物学专
业，2004年于华东理工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合金研究室进行博士后研究，专业为高分子基纳米复合材
料。
先后到中国香港、日本、德国、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及合作交流。
研究方向：晶体结构、矿物学，岩矿新材料、高分子基纳米复合材料等。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科技部科研院所技术开发专项资金项目1项、上海市
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1项、中央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项，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
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水利部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多项。

　　负责及参与研发的CW系列新型水工修补材料在三峡工程（如三峡五级永久船闸闸墙防冲撞处理
、三峡下游溢流坝面表面保护处理）、南水北调中线奥运输水应急工程（渠坡裂缝修补处理）、丹江
口水利工程（裂缝修补及表面保护处理）、溪洛渡水利工程（导流洞底板抗冲磨修补）等重要水利工
程中进行了成功的应用及生产性试验研究。

　　在国内外期刊及会议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协助出版专著《现代晶体化学一理论与基础》和《
纳米材料科学导论》2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
2007年获长江水利委员会“青年岗位能手”以及长江科学院“先进生产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李珍，汉族，1971年9月出生，湖南湘乡人，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96年7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现为长江科学院材料与结构所副所长，中国水利学会化学灌浆分会常务副主任。

　　主持或参加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基金、科技部、水利部等公益性科研项目20项，
三峡、南水北调、锦屏等国家重点工程科研项目30余项。
发表论文近40篇，合作出版专著6部，编制行业标准2部，获国家发明专利6项，新型实用专利1项，执
笔编写重点工程科研报告40余份，作为导师指导和培养研究生6名。
获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十大杰出青年、湖北省青年五四奖章，先后被推荐为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
奖、第三届武汉市青年科技奖和第四届水利青年科技英才候选人。

　　许涛，湖北仙桃人，博士，中共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岩石矿物材料和复合材料。
参与了武汉科技大学高温结构陶瓷与耐火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
科学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基金项目完成的课题有，钛酸钡铁电掺杂固溶体的制备及其晶
型控制研究、Ca5（P04）3×（x=F-，CI-，OH-）的制备及晶体谱学研究和聚合物，偏高岭石复合材
料的制备和机理研究目前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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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光学性能：纳米材料微粒由于小尺寸效应使它具有常规大块材料不具备的光学
特性，如出现宽频带强吸收、吸收带蓝移、发光现象和丁达尔效应等，当纳米晶粒的尺寸与传导电子
的波长相当或更小时，周期性的边界条件将被破坏，量子尺寸限域效应造成吸收边的位移，因而在光
学材料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3）磁性性能：磁性纳米微粒由于尺寸小，具有单磁畴结构、矫顽力很高的特性，用它制作磁记录
材料可以提高信噪比、改善图像质量，可制成高质量的录像带，还可制成磁性信用卡、磁性钥匙、磁
性车票等。
将磁性纳米微粒通过界面活性剂均匀分散于溶液中制成的磁流体在宇航、磁致冷、显示及医药中已广
泛应用。
（4）催化性能：由于纳米材料具有极高的比表面积和高表面原子数，表面的键态和电子态与微粒内
部不同，表面原子配位不全导致表面的活性位置增加，这就使它具备了作为催化剂的基本条件。
而且随着粒径的减小，表面光滑程度变差，形成凹凸不平的原子台阶，这就增加了化学反应的接触面
，因而它具有极高的活性，已成为新型的催化剂。
纳米粒子对催化氧化、还原和裂解反应都具有很高的活性和选择性，利用纳米材料的光催化特性来处
理废水和改善环境具有良好的前景。
（5）储氢性能：矿物能源日益枯竭，而且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氢能利用正受到重视，氢能利用的一
个关键性问题是氢的储存。
氢液化需消耗25%～40%的氢能，压缩氢使用起来非常危险，普通金属储氢达不到实用要求。
纳米碳纤维表面具有分子级微孔，内部具有直径大约10nm的中空管，比表面积大，而且可以合成石墨
层面垂直于纤维轴向或与轴向成一定角度的鱼骨状结构，大量氢气可以凝聚在纳米碳纤维中，因而具
有很强的储氢能力。
（6）烧结性能：纳米材料具有烧结温度低、流动性大、渗透力强、烧结收缩大等烧结特性，所以它
可作为烧结过程的活化剂，起到缩短烧结时间、降低烧结温度的作用。
（7）电学性能：由于纳米微粒易带电，电子易逸出，具有比较好的导电性能，因而可用作介电材料
、导电材料及压电材料等。
（8）光电性能：纳米结构尺寸微小，表面原子数增多及表面原子配位不饱和性导致的大量悬键等，
使得纳米材料表面积巨大、表面活性高、与气体相互作用强、对周围环境敏感度高（温度、气氛等）
，同时检测范围扩大，所以它对外界环境十分敏感。
温度、光线、气氛的变化会迅速导致其表面离子价态和电传输的变化，即引起电阻的显著变化，根据
这一特性可以研制出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的超微传感器.（9）医学仿生性能：纳米微粒的尺寸一般
比生物体内的细胞、红细胞小得多，直径小于10nm的颗粒可以在血管中自由流动，这就可以被制成特
殊药物或新型抗体进行局部定向治疗等。
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纳米材料，还可用于人造骨、人造牙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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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物纳米结构及其高分子基复合材料》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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