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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满足高等院校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实验教学需求，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培养具有扎实专业
知识和较强动手能力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技术人员，特编写本书。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者查阅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吸收了本学科国内外的新成果和我国相
关的新标准、新规范的内容，听取了有关专业教师的建设性意见，使之能更适合目前宽口径专业的教
学需要。
本书选编了与无机非金属材料有关的实验，内容涉及无机非金属材料物理化学、粉体工程、玻璃、陶
瓷、水泥、混凝土、耐火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测试方法、岩相分析等各个方面。
本书知识含量大、涉及面广，在同类教材中属于内容较全、实用性较强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类专业教材
，不仅能够满足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学生掌握全面、系统的专业实验技能和实验课教学要求，还可
为相近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参考。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硅酸盐工程、建筑材料、混凝土制品、
玻璃、陶瓷、水泥、金属材料等专业或专业方向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与无机非金属材料
有关的科研、生产、管理、检测等科研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教材主编为王涛、赵淑金，副主编为李国晶、范树景。
参编人员编写分工如下：王涛编写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十四节～第十七节、第八章、第九章
第一节～第四节；赵淑金编写了第五章第一节～第五节、第六章第一节～第九节、第七章；李国晶编
写了第一章、第四章；范树景编写了第五章第六节～第十二节；鞠成编写了第六章第十节～第十三节
；李成海编写了第九章第五节～第七节。
全书由王涛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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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选编了与无机非金属材料有关的实验，内容涉及无机非金属材料物理化
学、粉体工程、玻璃、陶瓷、水泥、混凝土、耐火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测试方法、岩相分析等各个
方面,《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知识量大、涉及面广、内容全面、实用性强。
《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可作为高等学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硅酸盐工程、建筑
材料、混凝土制品、玻璃、陶瓷、水泥、金属材料等专业或专业方向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
事与无机非金属材料有关的科研、生产、管理、检测等科研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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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实验原理　　泥浆在流动时，其内部存在着摩擦力。
内摩擦力的大小一般用“黏度”的大小来反映，黏度的倒数即为流动度。
纯液体和真溶液可根据泊赛定律测定其绝对黏度。
对于泥浆这种具有一定结构特点的悬浮体和胶体系统，一般只测定其相对黏度（即泥浆与水在同一温
度下，流出同体积所需时间之比）。
黏度越大，流动度就越小。
　　当流动着的泥浆静止后，常会产生凝聚沉积而稠化。
这种现象称为稠化性。
这种稠化的程度即为厚化度。
　　泥浆的流动度与稠化度，取决于泥料的配方组成。
即所用黏土原料的矿物组成与性质、泥浆的颗粒分散和配制方法、水分含量和温度、使用电解质的种
类。
　　实践证明，电解质对泥浆流动性等性能的影响是很大的，即使在含水量较少的泥浆内加入适量电
解质后，也能得到像含水量多时一样或更大的流动度。
因此，调节和控制泥浆流动度和厚化度的常用方法是选择适宜的电解质，并确定其加入量。
　　在黏土水系统中，黏土粒子带负电，因而黏土粒子在水中能吸附阳离子形成胶团。
一般天然黏土粒子上吸附着各种盐的ca2+、Mg2+、Fe3、Al3+阳离子，其中以ca2+为最多。
在黏土系统中，黏土粒子还大量吸附H+。
在未加电解质时，由于H+半径小，电荷密度大，与带负电的黏土粒子作用力大，易进入胶团吸附层，
中和黏土粒子的大部分电荷，使相邻粒子问的同性电荷减少，斥力减小，以至于黏土粒子易于黏附凝
聚，而使流动性变差。
Ca2+以及其他高价离子等，由于其电价高（与一价阳离子相比），与黏土粒子间的静电引力大，易进
入胶团吸附层，因而产生与上述一样的结果，使流动性变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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