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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粉体工程是对粉体及其制备、加工、处理和应用的一门新兴学科。
从粉体科学与工程的内涵来分析。
粉体科学研究的是各类粉体体系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础问题，如粉体特性、粉末粒度、粉末颗粒间的
相互作用、粉体与介质的相互作用、粉末制备的基本物理与化学原理等问题；而粉体工程是在粉体制
备与应用的工程实践中，各项单元操作及其工艺优化组合，以及过程的控制。
粉体工程涉及化工、材料、冶金、医药、生物工程、农业、食品、机械、电子、航空、航天等工业领
域，与化学、物理、力学等基础学科相关，表现出跨学科、跨技术的交叉性和基础理论的概括性。
    本书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三大方面，一是粉体的基本性能与表征，包括粉末颗粒的几何学形态特性
，粉末颗粒的粒径、粒径分布、颗粒形状的科学定义；粉末粒径及粒径分布的测量原理与方法；粉体
堆积特性与摩擦学特性，以及相关粉体物性测量的原理与方法。
也包括粉体的表面与界面化学。
二是粉体工程的单元操作的基本过程、原理、技术与装备，包括粉磨、分离、分级、粉体储存与输运
等。
三是粉末的制备的物理、化学基本原理以及相关的技术与装备。
此外，还论述了粉体工程中有关粉尘存在的危害及其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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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粉体表面与界面化学　　2.3 粉末颗粒的表面改性　　2.3.3　改性效果的评价　　粉体改性效果
的表征及评价有许多方法。
通过考查改性粉体填充形成的制品性能，特别是力学性能便可对改性效果作出直接评价，这种方法耗
资费力，但结果可靠，被广泛采用。
此外对改性产物进行测量，比较改性前后表面性质的变化，也可以达到预先评价改性结果的目的。
具体有如下方法：　　（1）润湿性评价法　　润湿性是衡量粉体与聚合物之间相容性的主要指标之
一。
界面接触角是最常用的、最直接的表征方式。
极性粉体经疏水改性后在极性液体中的接触角越大，或者在非极性液体中的接触角越小，说明粉体颗
粒表面疏水性越强，改性效果越好，比较接触角大小，便可对改性效果作出评价。
活化指数也可反映粉体表面活化的程度，活化指数等于样品中漂浮部分的质量比样品总质量，例如改
性前粉体表面呈极性状态，在水中自然沉降，改性后则不被水润湿，当活化指数为1时，说明改性完
全。
渗透时间和吸油率也是较常用的润湿性的表征参数。
　　（2）表面自由能评价法　　粉体特别是微米级、纳米级的粉体都有较大的表面自由能，经改性
剂附着后，表面能降低，因此表面自由能的变化也能反映改性效果。
　　（3）药剂吸附量评价法　　测定粉体表面药剂吸附量来评价改性效果，已在检测硅烷偶联剂与
粘土表面改性方面得到应用。
改性粉体的性能除取决于改性剂在表面吸附量的多少，还取决于药剂与粉体的作用性质，两者化学键
合作用越强，则改性效果越好。
因此，药剂吸附量的测定有时还需与红外光谱等表面分析手段相结合，才能对改性效果作出更精确的
评价。
　　（4）沉降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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