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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中国制瓷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繁荣，而且还促进了世界制
瓷业的生成。
它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在带给我们美仑美焕陶瓷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和经济史写下灿烂的篇章，
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在英文中，CHINA既是“中国”的意思，也是瓷器的意思。
虽说瓷器与国同名，但其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却起步很晚。
直到19世纪末的“百日维新”后，一些陶瓷产区才开始了新型的陶瓷教育事业，如1906年创办的湖南
醴陵陶瓷学堂、1909年在江西饶州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等。
由于受西方科技思想的影响，这些学堂注重数、理、化等基础课程和陶瓷技艺课程的教学，教师一般
都是学识丰富、技艺精良及资历较深的教员、技师和工程师，其中不少接受过西方正规专业教育；毕
业学生主要担负着陶瓷工业试验和技术改良工作，教材大多由留日、留美的学者或教员自行编写。
新中国成立后，陶瓷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对陶瓷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以往师徒世代相传技艺和凭
经验管理企业的传统做法难于满足。
1958年6月一个为中国陶瓷工业培养和输送专门技术、设计人才的景德镇陶瓷学院应运而生。
这是一所为我国系统培养陶瓷专门技术、艺术设计人才的惟一高等学府，它已经建设成为一所以陶瓷
为特色，集工学、艺术、文学、经济等体系完整、实力雄厚的多科性的工科大学。
特别是在陶瓷教育、科技领域等先后出版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专业教材，为陶瓷科技、教育事业做
出了积极贡献。
《现代陶瓷教科丛书》是景德镇陶瓷学院为满足新世纪陶瓷发展需要，汇集一大批在陶瓷学术界卓有
成就的专家、学者经过二年多辛勤努力编撰而成的。
它是目前国内一套不仅涵盖了陶瓷工艺、窑炉和陶瓷机械，还涵盖了建筑卫生陶瓷和陶瓷科技英语等
多学科，较为完整的陶瓷类教育丛书。
它的问世，有助于中国陶瓷产业的发展，为陶瓷科技与教育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期望这套丛书，在促进陶瓷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为培育和造就更多陶瓷高级专门人才起到有力的推动
作用。
为此衷心地感谢景德镇陶瓷学院领导的指导支持和参与编写这套丛书的专家、学者们的热忱奉献，也
缅怀为陶瓷科技、教育、产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先人们，是他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知识遗产，为本丛书
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谢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给予的大力支持，并对他们的敬业精神深表敬
意。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丛书更趋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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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陶瓷工艺学》为“现代陶瓷教科丛书”之一，是根据高等学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教
学大纲中“建筑陶瓷”课程的教学要求而编写的教材。
　　全书共分9章，主要内容包括：建筑陶瓷基本概念和性能要求，建筑陶瓷用原料，建筑陶瓷坯料
及其制备，建筑陶瓷成型工艺。
建筑陶瓷装饰技术，建筑陶瓷用色料。
建筑陶瓷用釉，建筑陶瓷的干燥与烧成，建筑陶瓷后加工技术。
《建筑陶瓷工艺学》在介绍建筑陶瓷制备工艺过程及相关设备时，注重吸收了国内现有相关教材和专
著中的有益内容，综合了国内外建筑陶瓷科学研究的最新技术和成果，具有时代特色和较强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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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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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陶瓷工艺学》是由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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