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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水平是知识经济时代评价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准。
科技水平高则国力强盛，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军事诸方面均会占据优势：而科技水平低
则国力弱，就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大舞台上处于劣势。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
见端倪，国力竞争日益激烈。
”因此，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已为世界各国寻求高速发展时所共识。
我国将“科教兴国”作为国策也表明了政府对提高科技水平的决心。
博士研究生朝气蓬勃，正处于创新思维能力最为活跃的黄金年龄，同时也是我国许多重要科研项目的
中坚力量，他们科研成果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高校、一个科研院所乃至我国科研的整
体水平。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每年一度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工作是对我国博士研究生科研水平的集
体检阅，已被看做是博士研究生的最高荣誉，对激励博士勇攀科技高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北京林业大学不仅积极参加“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推荐工作，还以此为契机每年评选出三篇校
级优秀博士论文并设立专项基金全额资助论文以丛书形式出版，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推动
学校科研水平的提高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如何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高质量地向社会输送
人才备受世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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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溶胶法制备二氧化硅/木材复合材料，详细论述了二氧化硅/木材复合材料其微细构造与物
性，通过SEM/EDXA及XRD方法分析其微细构造，通过介电松弛、黏弹性、应力松弛、吸湿性、耐热
性及表面硬度分析其物性，并从介电松弛、黏弹性等分析二氧化硅/木材复合材料的分子运动规律，从
其分子运动方面揭示二氧化硅与木材之间的结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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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二氧化硅／木材复合材料的微细构造　　3.1 引言　　1992年，Saka等以正硅酸乙酯为陶瓷前驱
体，利用调湿材制备了二氧化硅／木材复合材料，在木材细胞壁空隙生成了二氧化硅粒子，细胞壁内
形成的硅凝胶是有选择性的，含水率越高，生成的凝胶越多（Saka et al，1992）。
王西成等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了二氧化硅／木材复合材料，二氧化硅原位生成，填充于以木材细
胞腔为主的大毛细管及渗入细胞壁中成核、长大、聚集，同时与纤维素大分子发生作用，部分或全部
包裹纤维素，成为细胞壁的组成部分（王西成等，1996）。
陈志林认为溶胶进入木材细胞壁内的孔隙后，会首先与非结晶区半纤维素或纤维素的羟基发生聚合反
应，然后逐步向结晶区推进（陈志林，2003）。
　　二氧化硅／木材复合材料微细构造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二氧化硅生成于木材细胞中的位置，前述研
究通过SEM已观察到二氧化硅粒子存在于木材细胞腔中，同时，认为二氧化硅存在于细胞壁中的空隙
。
由于二氧化硅生成的空间位置对二氧化硅／木材性能具有重要影响，两者关系密切，本研究在SEM的
基础上，利用EDXA示二氧化硅分布的地形位置及生成二氧化硅的量，发现二氧化硅存在于木材细胞
壁中。
XRD是材料分析的重要工具，能用于化合物的结构分析、物相分析及测定高聚物的结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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