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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有陶瓷制作之日就有陶瓷坯体干燥的问题，干燥工艺上联成型工艺，下联烧成工艺，还有其他
干燥过程如粉体的干燥等。
干燥工艺直接影响陶瓷生产的质量、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干燥这一环节在陶瓷工业中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干燥过程控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陶瓷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
因此，干燥技术的发展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陶瓷工业也在不断得到发展，相应的干燥技术和设备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
到目前为止，涉及干燥技术的技术书籍不少，但是没有一本针对陶瓷干燥技术进行较为全面、系统、
科学的理论分析以及对计算机模拟及干燥过程的机理进行介绍的图书，加上在陶瓷工业生产中仍存在
干燥技术使用不合理，以及操作人员凭借自身经验进行干燥操作，造成干燥过程中能源大量浪费及对
环境造成污染等现象，故笔者决定编写本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
　　本书介绍了干燥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在陶瓷工业各领域的使用现状和发展前景，笔者还本着科学性
、时效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成果并结合笔者从事陶瓷工业多年的教学、科研
经验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编写而成。
　　由于各种类型的陶瓷所用干燥技术基本相同，为避免重复罗列每一品种的陶瓷干燥技术，故侧重
把有关技术在相应章节进行重点介绍，如将空气快速干燥放在卫生陶瓷干燥部分进行介绍，辊道干燥
放在墙地砖干燥部分进行介绍，喷雾干燥和微波干燥则设单独部分进行介绍。
　　本书由曾令可提出总体设想与思路，税安泽、邓伟强、胡动力、饶培文、宋婧、王书媚、王慧、
程小苏、刘艳春、刘平安、夏海斌、戴武斌等参加了本书的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
曾令可、税安泽负责全书修改、统稿、定稿等工作。
　　由于干燥技术发展迅速，新的干燥设备不断涌现，这给本书的编写带来了一定难度。
虽然笔者力求将最新的干燥技术奉献给广大读者，但是由于水平有限，资料的搜集尚欠详尽，本书难
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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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陶瓷工业的干燥技术进行了科学、系统、深入的总结和阐述，本着实用性的原则，选择有
代表性的应用领域如建筑陶瓷、卫生陶瓷，日用陶瓷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结合国内外先进的陶瓷干
燥技术如微波干燥技术，纳米粉体干燥技术及其应用中的优缺点及陶瓷微球干燥过程的数值模拟等展
开分析。
　　本书可供广大从事陶瓷行业或其他相关行业从事干燥技术的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校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无机材料等专业作为教学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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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干燥的基础理论　　2.3　干燥速率　　干燥过程的动力学特性可以用待干燥物料的平均
湿含量干燥时间以及平均温度干燥时间的曲线图来表示。
一般的干燥过程主要可以分为恒速干燥阶段和降速干燥阶段。
两个阶段的分界点称为临界点，此时物料的湿含量称为临界湿含量。
　　在等速干燥阶段，能量从周围环境传递至物料表面使其表面湿分蒸发。
液体蒸汽以近似不变的速率从物料表面排除，物料温度则维持在湿球温度左右。
此过程的干燥速率可以由水蒸气通过环绕气膜的扩散速率来确定。
此过程也称为外部条件控制过程。
　　在降速干燥阶段，物料表面的水分不足以维持表面蒸发，多余的热量会通过热传导至物料内部，
使物料内部温度上升，并在其内部形成温度梯度；而湿分则由内部向表面迁移至物料表面后被不饱和
的干燥介质带走，此时的干燥速率会低于恒速干燥阶段的干燥速率。
降速干燥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坯体内毛细管中水分蒸发；第二个阶段，坯体的一切毛细管内水分蒸发完毕，此时坯
体内部开始蒸发水分，坯体的温度将逐渐升高。
此时的坯体水分与周围空气介质之间达到平衡态。
一直进行到坯体干燥到表面水分达到平衡水分时，表面干燥速率降为零。
因为表面蒸发与吸湿达到动态平衡，平衡水分的多少取决于坯体的性质以及周围介质的温度和湿度。
这时坯体的水分称为干燥最终水分。
　　2.3.1　干燥曲线　　在陶瓷坯体的干燥过程中，一般会先经历一个升速干燥阶段，然后是等速干
燥阶段和降速干燥阶段。
图2-5中，AB段为初始的升速阶段，BC段为等速阶段，CD段为降速阶段。
AB段也称为加热阶段，坯体表面被加热升温，水分不断蒸发，直到表面温度达到干燥介质的湿球温度
，坯体吸收的热量与蒸发水分所消耗的热量达成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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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介绍了干燥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在陶瓷工业各领域的使用现状和发展前景，笔者还本着科学性
、时效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成果并结合笔者从事陶瓷工业多年的教学、科研
经验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编写而成。
由于各种类型的陶瓷所用干燥技术基本相同，为避免重复罗列每一品种的陶瓷干燥技术，故侧重把有
关技术在相应章节进行重点介绍，如将空气快速干燥放在卫生陶瓷干燥部分进行介绍，辊道干燥放在
墙地砖干燥部分进行介绍，喷雾干燥和微波干燥则设单独部分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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