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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为设计之前，为设计做准备导入材料的概念及意义；第二章至第八章分别讲述
金属、木材、塑料、陶瓷、玻璃、竹、纸等材料的历史进化发展到特性，分析各种材料在设计中运用
的可能性；第九章为新型材料，主要对新型材料在结构组成、功能和应用领域等多种不同角度进行分
类，不同的分类之间又相互交叉和嵌套。
本书在内容编排上注重挖掘原始性创新的源头，采用许多图表，方便读者归纳总结。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工业设计的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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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宇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河南省开封市第九届政协常委；入选河南省人事厅高评委人才库。
主要研究方向：产品设计研究，产品人性化设计研究，交通工具设计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关系的研
究。
 近年来主持的产品设计，获省优秀新产品新技术二等奖一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获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四项。
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十项、通过市级科技成果鉴定三项。
教学工作，获省教育厅一等奖一项、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一等奖一项、省教育厅及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二等奖各一项、省实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三等奖一项。
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编撰书籍教材三本。
获国家外观专利近百项。
指导的学生作品，获得德国“红点”工业设计概念奖、IF设计奖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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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3陶瓷工艺 陶瓷原料可分为具有可塑性的黏土类原料、具有非可塑性的石英类原
料（瘠性原料）、长石类原料和其他天然原料四大类。
 （1）黏土类原料。
黏土是自然界中硅酸盐岩石经过长期风化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土状矿物混合体，为细颗粒的含水铝硅酸
盐，具有层状结构。
当其与水混合时，有很好的可塑性，在坯体中起塑化和黏合作用，赋予坯体以塑性变形或注浆能力，
并保证干坯的强度及烧结制品的使用性能。
 （2）石英类原料。
石英是一种结晶状二氧化硅的天然矿物，地球上随处可见，存在的形态很多，以原生态存在的有水晶
、脉石英、玛瑙；以次生态存在的有砂岩、粉砂、燧石等；以变质态存在的有石英岩和碧玉等。
石英在陶瓷生产中的作用主要有：①是瘠性原料，可降低可塑性，减少收缩变形，加快干燥；②在高
温时可部分溶于长石玻璃中，增加液相黏度，减少高温时的坯体变形；③未熔石英与莫来石一起可构
成坯体骨架，增加强度；④在釉料中增加石英含量可提高釉的熔融温度和黏度，提高釉的耐磨性和抗
化学腐蚀性。
 （3）长石类原料。
长石是长石族矿物的总称，也是构成地壳的最主要矿物，几乎所有的岩石中都可以见到它。
这类矿石的特点是有比较统一的结构规则，属空间网架结构的硅酸盐。
 （4）其他天然原料。
除了上面介绍的陶瓷原料外，霞石、滑石、硅灰石、辉石、石灰石等都不同程度地可以成为陶瓷的原
料。
 5.3.2成型 陶瓷成型的方法很多，按照坯料的性能可分为可塑法、注浆法和压制法三类。
 5.3.2.1可塑法 可塑法又叫塑性料团成型法。
坯料中加入一定量的水分或塑化剂，使坯料成为具有良好塑性的料团。
然后，利用料团的可塑性通过手工或机械成型。
其中最常用的是挤压成型和车坯成型。
 （1）挤压成型。
挤压成型是将可塑泥团在活塞的压力下，经过机嘴模孔而达到要求的形状。
挤压成型适用于加工各种断面形状规则的瓷棒或轴（如圆形、方形、椭圆形、六角形）和各种管状产
品（如高温炉管、热电偶套、电容器瓷管等）。
 （2）车坯成型。
车坯成型是用挤压出的圆柱形泥段作为坯料，在卧式或立式车床上加工成型。
车坯成型常用于加工形状较为复杂的圆形制品，特别是用于加工大型的圆形制品。
 5.3.2.2注浆法 注浆法又叫浆料成型法，它是把原料配制成浆料然后注入模具中成型。
注浆法又分为一般注浆成型和热压注浆成型。
 （1）一般注浆成型。
它是将泥浆注入石膏模具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模具内壁黏附着具有一定厚度的坯体，然后将余泥浆
倒出，坯料形状便在模具内固定下来。
这种成型方法常用来制造形状复杂、精度要求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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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工业设计:材料与加工工艺》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
学用书，也可供从事工业设计的相关技术人员参考借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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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