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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瓷原料分析技术》由费文媛主编，以实际工作任务组织教学内容，以职业能力发展为目标，以陶
瓷企业目前使用及国家标准推广的分析方法为依据，主要介绍了陶瓷材料分析的基本知识及陶瓷材料
全分析项目的分析检测技术。
本书主要以陶瓷材料全分析的九大项目为线索编制成八部分内容，为了便于教学，每部分内容前面有
学习目标、知识要求和技能要求，后面配有思考题，突出了教材的实用性。

《陶瓷原料分析技术》适合高职高专材料工程技术专业(陶瓷工艺方向) 的教学使用，也可作为中等专
业学校和陶瓷企业职工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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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沉淀的类型 根据沉淀的物理性质，可把沉淀分为晶形沉淀和非晶形沉淀两
大类。
 1.晶形沉淀 晶形沉淀通常是呈一定形状的晶体，其内部排列规则有序，具有明显的晶面，结构紧密，
沾污少，易沉降，易过滤和洗涤。
 2.非晶形沉淀 非晶形沉淀又称无定形沉淀，内部排列杂乱，结构疏松，体积庞大，吸附杂质多，不能
很好地沉降，无明显的晶面，难以过滤和洗涤。
 （三）沉淀的条件 沉淀称量分析中，为了获得准确的分析结果，要求沉淀完全、纯净、易于过滤和
洗涤，并减小沉淀的溶解损失。
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沉淀，应当选用不同的沉淀条件。
 1.晶形沉淀的沉淀条件 （1）沉淀应在比较稀的溶液中进行。
在稀溶液中进行沉淀，可使溶液中相对过饱和度保持较低，以利于生成晶形沉淀。
同时也有利于得到纯净的沉淀。
对于溶解度较大的沉淀，溶液不能太稀，否则沉淀溶解损失较多，影响结果的准确度。
 （2）沉淀应在热溶液中进行。
在热溶液中，沉淀的溶解度较大，可以使溶液的相对过饱和度降低，又可以减少杂质的吸附，还可以
防止形成胶体。
对于在热溶液中溶解度显著增大的沉淀，沉淀完毕后，必须将溶液冷却再过滤以减少损失。
 （3）沉淀时应缓缓地滴加沉淀剂稀溶液，并不断搅拌，以降低其相对过饱和度，有利于获得较大的
沉淀颗粒。
 （4）陈化。
陈化是指沉淀完全后，将沉淀连同母液一起放置一段时间，使小晶粒变为大晶粒，不纯净的沉淀转变
为纯净沉淀的过程。
 2.非晶形沉淀的沉淀条件 对于这类沉淀，关键问题是创造适宜的沉淀条件来改善沉淀的结构，使之不
致形成胶体，并且有较紧密的结构，便于过滤和减少杂质吸附。
 （1）在较浓的溶液中进行沉淀。
在浓溶液中沉淀，可以得到结构紧密，体积较小，容易过滤和洗涤的沉淀。
但在浓溶液中，杂质的浓度也比较高，沉淀吸附的杂质量也较多，因此，在沉淀完毕，应立即加入热
水稀释搅拌，使被吸附的杂质离子转移到溶液中。
 （2）在热溶液中及电解质存在下进行沉淀。
在热溶液中进行沉淀可防止生成胶体，并减少杂质的吸附。
电解质的存在，可以防止形成胶体，促进沉淀颗粒凝聚。
有时在溶液中加入与胶体带相反电荷的另一种胶体来代替电解质，可使被测组分沉淀完全。
例如测定陶瓷原料中SiO2含量时加入带正电荷的动物胶，与带负电荷的硅酸胶体凝聚而沉降下来。
 （3）趁热过滤洗涤，不需陈化。
因为沉淀放置后逐渐失去水分，聚集得更为紧密，使吸附的杂质更难以洗去。
 洗涤非晶形沉淀时，一般选用热、稀的电解质溶液作为洗涤液，主要是防止沉淀重新变为胶体，难以
过滤和洗涤，常用的洗涤液有NH4NO3、NH4C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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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材料工程技术专业(陶瓷工艺方向)项目式课程丛书:陶瓷原料分析技术》适合高职高专材料
工程技术专业（陶瓷工艺方向）的教学使用，也可作为中等专业学校和陶瓷企业职工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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