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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固体化学是一门研究固体的结构、性能、固相化学反应等的学科，固相化学反应过程及其理论是以不
均匀体系的反应为基础的，固相化学合成方法及其相关的理论基础多年来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固体无机材料的微波合成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材料合成新方法，是利用介质与微波场相互作用以
及相关热效应和非热效应在微波场中合成固体材料的方法。
常规加热是指将发热体产生的热能通过对流、传导、辐射等方式传递到被加热物体上，被加热体由表
及里传热使物体达到某一温度的加热方式；微波加热是加热介质通过与微波场发生相互作用，将微波
能转化为热能的加热方式，其特点是可以进行整体加热，被加热体吸收微波能自身整体加热升温至一
定温度，是与常规加热完全不同的一种加热方式。
微波加热作为一种加热技术，在过去60年间主要应用于食品加工、橡胶和塑料等行业的热处理。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实践探索的持续开展，微波加热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现已推广应用
到半导体的制备、金属铸造行业、沥青回收以及医药等方面。
近年来其作为材料合成与加工的新方法，在无机材料（包括陶瓷、玻璃一陶瓷、复合物、矿物）和有
机材料（包括聚合物、橡胶、食品）等合成与加工中进行应用。
在过去10～15年中，应用微波能加热烧结陶瓷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许多实验充分
说明利用微波能制备陶瓷材料是有效和可行的。
材料的微波合成技术是微波加热方法在材料科学中的另一新的、重要的应用，实验表明微波场中材料
的加热机制、材料的合成机理等都与传统加热的固相化学合成有本质的区别。
微波合成方法的基本路线是将混合原料置于微波场中，通过吸收微波能转化为热能，升温产生离子扩
散、发生化学反应，在微波场下完成合成反应生成所需要的产物——无机材料。
1989年，Ba曲urst等用微波合成制备了混合金属氧化物后，人们才逐渐将微波介电加热应用于固态氧化
物和硫化物合成制备无机材料，近几年来，人们已逐步开展了无机材料的微波合成研究，内容包括微
波合成设备、合成的工艺方法、加热的机制、合成机理、合成产物的结构等多方面。
本书的作者在多年的工作基础上，结合微波加热合成近年的发展趋势，对无机材料的微波固相合成涉
及的多方面内容予以系统的介绍。
本书的内容包括：第一章概述微波场中无机材料固相化学合成的特点、应用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章介绍微波加热的基本原理和微波合成加热机制；第三章介绍微波加热技术及其相关设备；第
四章探讨微波场对固相化学合成的影响；第五章从热效应和非热效应等方面剖析微波化学固相合成的
机制；第六章介绍无机材料的微波合成过程、产物结构特点及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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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波场中固体无机材料的合成与常规合成方法在合成的加热方式、合成过程、反应机理等方面都
存在很大的区别，本书作者结合多年微波合成与加工研究工作以及该领域的最新研究结果，从材料在
微波场中加热的物理基础、微波加热方法与技术、微波场中固相化学合成体系与微波场的相互作用、
化学合成的机理、微波合成无机固相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等方面对微波合成新方法进行系统的介绍，同
时提供丰富的参考文献。
本书可供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材料物理、微波加热应用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参考，也可供
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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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3．3耦合孔一个理想的单模腔体由组合了两个电路面的一个波导所构成。
从而在无损耗的腔体中，电场是无限的，但是在实际中，即使损耗可以忽略，电场也不可能是无限。
一般情况下，腔体的阻抗是不等于波导特性阻抗的，因而在腔体与波导阻抗之间要加入匹配网络使得
两者匹配，匹配网络是由一耦合孔来完成的。
耦合孔可以具有任何形状，如矩形、圆形、方形等，当有电磁波输入此孔时，孔的邻近建立起高次模
的场，使总电场满足边界条件。
孔装置的作用与短路平面是一样，只是在其中存在一个缝隙允许微波穿过进入腔体，图3—17是一个典
型的单模腔体示意图，通过选择合适的膜孔装置和调节短路平面，可以调节腔体至谐振状态。
在谐振状态下，腔体的电场远大于受激场，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加热材料。
在不匹配时，在孔处存在主模式的波的反射，而一部分入射功率则通过孔。
在加热腔中孔的尺寸常常借助于经验来选择，使得微波能量从微波源能最大地传输到腔中供被处理的
材料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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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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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材料微波固相合成方法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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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