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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粒径小于1&mu;m的超微粉体是一种有独特性能的用途广泛的功能性粉体材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高技术和新材料产业的迅速发展，这种超微粉体的性质、应用性能、用途
以及加工和表征技术已成为现代粉体技术和粉体工程领域的前沿科学技术。
　　本书是在2005年1月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超微粉体加工技术与应用》第一版基础上，参考该领
域近几年的最新学术和技术研究成果重新修订而成：全书综述了超微粉体的应用；论述了超微粉体的
特性；介绍了机械物理法和化学方法制备超微粉体的原理与工艺设备、超微粉体的分散与表面改性、
超微粉体制备实践以及超微粉体的表征方法。
全书共6章，包括绪论、超微粉体特性、超微粉体制备、超微粉体的分散与表面处理、超微粉体制备
实践及超微粉体的性能表征等。
本书主要修订内容涉及超微粉体的应用、超微粉体的机械制备与化学合成、超微粉体的表面改性、超
微粉体的制备实践以及表征方法。
其中超微粉体的化学合成与制备实践以及表面改性是本次修订的重点部分。
本书第二版保留了原版特点和风格，补充了该领域新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希冀实现系统、精练、学术
性与应用性统一的初衷。
　　超微和纳米粉体加工与应用是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尽管作者在修订过程中，进行了多年酝酿和思考，但书中还肯定存在不足之处，欢迎专家学者及广大
读者批评斧正。
　　郑水林2011年7月　　第一版前言　　粒径小于1&mu;m的超微粉体是一种有独特性能的用途广泛
的功能性材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高技术和新材料产业的迅速发展，这种超微粉体的性质、应用性能、用途
以及加工和表征技术已成为现代粉体技术和粉体工程领域的前沿科学。
　　本书是在作者给研究生讲授的&ldquo;超微粉体加工技术&rdquo;讲义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
全书包括超微粉体的特性和应用、超微粉体的制备方法和设备、超微粉体的分散和表面处理技术以及
表征技术等。
本书总结了超微粉体的应用以及超微粉体的特性，并重点介绍超微粉体的加工技术，特别是超微粉体
的机械化和工业化加工技术，包括机械和化学制粉方法及设备、分散技术与表面处理技术等，并在系
统介绍知识的基础上突出其实用性。
　　超微粉体加工技术是一个新兴的粉体加工技术领域，目前一些提法还不统一。
尽管作者在撰写过程中阅读和参考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及论文，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思考，但书
中还可能存在不足之处，欢迎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郑水林　　2004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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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微粉体加工技术与应用(第2版)》是在2005年1月出版的《超微粉体加工技术与应用》第一版基础
上,参考该领域近几年最新的学术和技术研究成果重新修订而成。

全书在综述粒径小于1μm的超微粉体应用基础上，论述了超微粉体的应用和特性；介绍了机械物理法
和化学方法制备超微粉体的原理与工艺设备、超微粉体的分散与表面改性、超微粉体制备实践以及超
微粉体的表征方法。
全书共6章，包括绪论、超微粉体特性、超微粉体制备、超微粉体的分散与表面处理、超微粉体制备
实践及超微粉体的性能表征等。

《超微粉体加工技术与应用(第2版)》可供广大从事粉体工程、粉体制备与处理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
科研人员及在校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阅读和参考。
本书由郑水林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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