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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基础材料和新材料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
全书共分七章,系统扼要地阐述了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及聚合物材料的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综
述了非晶态材料、复合材料、功能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以及它产在工农业、国防、高科技等方面
的应用；对材料领域最新发展趋势，例如灵巧材料、智能材料等的开发动向和前景也进行了介绍。
    本书内容丰富、取材新颖，很好地反映了当前材料领域的现状，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专业学生的教
材，也可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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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陶瓷材料作为材料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名称与含义几经变迁。
早期，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总称。
陶瓷是指以各种粘土、长石和燧石（石英）为主要原料，成型后在高温窑炉中烧成的制品。
硅酸盐材料曾是这一材料科学分支的另一名称，它包括陶瓷器、玻璃、水泥和耐火材料。
在近代，硅酸盐材料又称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程陶瓷材料是无机非金属材料的一种，主要包括先进结构陶瓷和功能陶瓷，如氧化物、碳化物、氮
化物陶瓷材料等。
陶瓷是人类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的第一种经化学变化而制成的产品，它的出现比金属材料早得多。
近20年来，随着许多新兴技术的兴起及基础理论和测试技术的发展，陶瓷材料得到了惊人的发展。
目前生产和使用的许多陶瓷材料，在一二十年前还是不存在的。
陶瓷材料具有熔点高、硬度高、化学稳定性高、耐高温、耐磨损、耐氧化和腐蚀，以及重量轻、弹性
模量大、强度高等优良性能。
因此，陶瓷材料能够在各种苛刻的环境（如高温、腐蚀、辐照环境）下工作，成为非常有发展前途的
工程结构材料。
另一方面，陶瓷材料具有性能和用途的多样性与可变性，因而在磁性材料、介电材料、半导体材料、
光学材料等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展现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一种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功能材料。
本章将阐述常见陶瓷体系的微观结构及陶瓷材料的特殊力学与物理性能，陶瓷材料的一般生产工艺过
程，最后介绍近代陶瓷材料及其工程上的应用。
一、陶瓷材料的组成组成陶瓷材料的基本相及其结构要比金属复杂得多。
在显微镜下观察，可看到陶瓷材料的显微结构通常由三种不同的相组成，即晶相、玻璃相和气相（气
孔）。
晶相是陶瓷材料中最主要的组成相。
决定陶瓷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的主要是主晶相。
由于结构紧密，因而具有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性。
玻璃相是非晶态结构的低熔点固体。
对于不同陶瓷，玻璃相的含量不同。
日用瓷及电瓷的玻璃相含量较高，高纯度的氧化物陶瓷（如氧化铝瓷）中玻璃相含量较低。
玻璃相的作用是充填晶粒间隙，粘结晶粒，提高陶瓷材料的致密程度，降低烧成温度，改善工艺，抑
制晶粒长大。
气相（气孔）在陶瓷材料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部分气孔是在工艺过程中形成并保留下来的，有些气孔则通过特殊的工艺方法获得。
气孔含量（按材料容积）在0～90％之间变化。
气孔包括开口气孔和闭口气孔两种。
在烧结前全是开口气孔，烧结过程中一部分开口气孔消失，一部分转变为闭口气孔。
陶瓷的许多电性能和热性能随着气孔率、气孔尺寸及分布的不同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
合理控制陶瓷中气孔数量、形态和分布是非常重要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材料与新材料>>

编辑推荐

《基础材料与新材料》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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