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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1章首先从陶瓷料浆流变学特性入手，简要讲述了水基料浆的一些基本知识，分析了影
响陶瓷料浆流变学的主要因素。
第2章介绍了丙烯酰胺体系水基陶瓷料浆的凝胶固化原理、方法及要点。
第3章主要讲述了注凝技术原理、特点以及注凝工艺所涉及的一些共有技术问题。
在此基础上，第4章～第11章分别具体介绍了注凝技术在多种陶瓷复合粉体合成以及在陶瓷零件坯体精
密成型中的应用实例，每一章则涉及到注凝技术应用中需要注意解决的某些关键问题。
书中各章节内容可以自成体系，前后也有一定关联。

　　本书主要内容均为作者多年来关于注凝技术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方面的经验。
适合于从事先进陶瓷材料研究和生产方面的科研人员、生产技术人员、相关专业高年级大学生及研究
生阅读，部分内容也可作为企业制定相关工艺操作规程的依据以及生产工人的培训教材，具有重要的
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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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他们用30％（体积分数）固含量料浆注凝获得直径为13.14mm，长径比为4：1的圆
柱状试样，分别置于室温环境中（28℃）和浸入PEG400液体介质中干燥180min。
结果表明，PEG400液体介质中干燥试样在无形变的情况下安全失水35％，直径均匀收缩至12.64mm，
而室温空气中干燥试样坯体失水率仅为l0％，且发生严重不均匀变形，中部收缩至l3mm，两端收缩
至12.7mm。
根据这一情况，用43％（体积分数）固含量料浆注凝获得直径为l3mm圆柱试样，先置于PEG400液体
介质中干燥180min，无变形脱去30％水分和总收缩率的90％左右均匀收缩，然后将试样置于烘箱中，
先于50℃烘120min，再于70℃烘若干小时，最终得到完全干燥而无变形的坯体。
 我们尝试了在乙二醇或聚乙二醇PEG一600介质中对注凝坯体的干燥研究，结果则与上述研究有所不
同。
参阅图10—9氧化铝凝胶坯体在空气、乙二醇以及聚乙二醇PEG—600中的短时失重过程曲线，试样在
空气中可以缓慢连续失重，而在乙二醇或聚乙二醇PEG—600中8h总失重量仅能达到1％左右，之后不
但不再失重，反而会有稍许增重现象，说明液体介质部分置换了凝胶坯体中的水分，即在此类液体介
质中仅能达到极少量脱水干燥的效果。
与其他人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与我们试验中凝胶坯体固含量很高（体积分数56％）以及坯体中含
有一定量乙二醇溶剂有关，对此可作进一步研究。
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并具有实用价值，即水基凝胶坯体放进乙二醇或聚乙二醇液体介质中被吸附1％左
右的水分后可以迅速定型，有效减少了坯体进一步干燥过程中的变形问题。
 3.4.4注凝坯体特性 1.坯体中的气孔分布 成型坯体中气孑L大小和分布对其后续烧结和最终瓷体微观结
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衡量成型水平的重要参数。
图3—7为采用Autopore IV型压汞仪测量不同固含量Al2O3水基料浆凝胶坯片排胶后内部的气孔分布情
况。
可以看出，注凝坯片中气孔尺寸小而均匀，不存在大于400nm的大气孔。
实测得到，固含量为50％（体积分数）、53％（体积分数）、56％（体积分数）时，排胶后坯片内部
的平均孔径分别为120nm、105nm和90nm，而从图3—7中可以看到其中位孔径分别为102nm、88nm
和77nm，即提高料浆固含量可以显著降低其注凝坯体内部的气孔尺寸。
传统干压、等静压成型的陶瓷坯体气孔分布一般在不同程度上均表现为多峰分布。
相比之下，注凝成型陶瓷坯体的气孑L分布均匀，且为较窄的单峰分布，这是注凝成型采用有机物原
位聚合可控制反应来实现料浆凝固的缘故。
因此，注凝成型是一种均匀性较好的原位凝固成型工艺，坯体气孔分布窄且均匀，能有效克服烧结过
程中的不均匀收缩，提高陶瓷制品的结构均匀性和使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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