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插层复合材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插层复合材料>>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9572

10位ISBN编号：7030219570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玉清　等编著

页数：238

字数：2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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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插层复合材料>>

内容概要

本书共6章，主要介绍了离子插层复合材料、纳米粒子插层复合材料、生物分子插层复合材料、聚合
物插层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结构表征方法、性能、应用及最新进展。
同时，为了让读者能更好理解本书的内容，特在第1章对层状材料进行了概述。
在本书最后1章，对插层复合材料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本书可供科研机构中的专业研究者参考，还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材料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
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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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离子插层复合材料　　利用层状化合物材料的片层结构，将插层复合技术用于制备插层复
合材料，是当前材料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复合材料的研究中，插层是指利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将某些离子、小分子、功能团或大分子插入一
些层状化合物的片层空间中。
由于层状化合物的片层空间中存在着大量的可交换离子，因此，可通过离子交换的方法将无机离子或
有机离子引入层状化合物的片层空间中，形成离子插层复合物。
由插层反应形成的无机／有机复合体系由于同时具有无机和有机材料的特性，所以，兼具这两类特性
的分子材料在离子插层复合物研究中处于重要地位。
研究较多的层状化合物按层间离子种类可分为三类：　　（1）阳离子型。
如天然矿物蒙脱土（MMT）、绿石和人工合成的四价金属不溶盐。
　　（2）阴离子型。
主要是水滑石类层状材料。
　　（3）非离子型。
云母、石墨等。
此类材料的特征结构是，主体层板由无机或有机物质构成，原子间以共价键连接，一般情况下主体层
板带有电荷，层间具有与层板电荷相反的离子，其可以是一般概念上的离子，也可以是配合物离子或
聚合物离子。
柱撑结构超分子材料的结构可调控性，特别是层间物种的多样化，使其正逐渐发展成为一庞大的家族
，同时功能性的极大强化和多种功能的组合，使其可作为高性能吸波材料、催化材料、功能性助剂、
光电磁性材料等，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1阴离子型层状化合物　　阴离子型层状化合物即层状主体构架，由带正电的结构单元组成，层
问存在可自由移动的阴离子或中性分子，用来补偿电荷平衡。
具有代表性的阴离子型层状化合物是水滑石矿物以及类水滑石结构的层状双氢氧化合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插层复合材料>>

编辑推荐

　　《插层复合材料》可供科研机构中的专业研究者参考，还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材料类专业高年级
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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