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颜色玻璃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颜色玻璃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122036087

10位ISBN编号：7122036081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陈福，武丽华，赵恩录 等 著

页数：3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颜色玻璃概论>>

前言

　　物质的颜色与光密切相关，它是物质对光选择性反射（或透过）的物理现象之一。
颜色玻璃指在玻璃中加入一种或多种着色剂使之对特定波长的光具有选择性吸收或透过的性能的玻璃
，是通过吸收、反射、透过某种特定波长的光线而呈现不同颜色的玻璃。
颜色玻璃主要用于建筑物中公共设施的门窗及内、外装修的饰面材料，滤光、信号、激光和荧光等材
料。
　　玻璃的着色不仅关系到各种颜色玻璃的生产，也是一种研究玻璃结构的手段。
由于离子的电价、配位、极化以及化学键的性质等结构因素灵敏地影响玻璃的颜色和光谱特性，因此
，人们常常通过玻璃的着色（或光谱特性）来探讨玻璃结构，以及它随玻璃成分的递变规律。
　　当前国内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有关颜色玻璃的教材与书籍较少，而紧密联系实际且实用性、操作
性较强的玻璃专业书籍更是为许多学习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学生和从事玻璃技术的工厂工程技术人
员所渴望。
为此，本书编者在搜集近年来玻璃行业的最新技术专著与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此书。
　　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各种颜色玻璃的着色机理，引用配位场理论对金属离子的着色机理进行了讨
论，并运用该理论解释了影响着色和光谱特性的各种因素以及玻璃的结构和玻璃着色的相互关系。
此外，还介绍了玻璃的脱色相关内容。
本书力求理论联系实际，较全面地反映目前我国在颜色玻璃的工艺、技术、成分和理论等方面所取得
的成果，并适当介绍目前国内外颜色玻璃的应用和发展动态，以满足广大玻璃技术人员学习最新专业
知识的需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颜色玻璃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较全面地涵盖了国内外关于颜色玻璃的理论、技术以及应用。
对颜色玻璃的常见着色方法，硒、硫及其化合物的着色以及离子着色、金属胶体着色、玻璃的脱色进
行论述，还增加了目前发展比较快的热喷涂着色、感光着色、光致变色、料道着色、扩散着色、玻璃
辐射着色、热显色玻璃等新内容，并对颜色玻璃的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了归纳总结。
　　本书内容丰富、文字简练、实用性强，可供从事玻璃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
校、中等专业学校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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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1 物质的颜色　　1.1.2 物质颜色起因　　物质颜色的产生一般是以下两点：　　
①因物质本身的自发发光而产生；　　②物质本身并不发光，但能选择性地反射或透过发光体所发射
的光而形成颜色。
　　前者是物质受外来（化学或物理）能量的激发之后，物质内部原子的价电子从低能轨道跃迁到高
能轨道上，而处于高能轨道的电子是不稳定的，它又会跳回到低能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释放出一
部分能量，这一部分能量就往往以光或热等形式释放出来，因为不同的物质均有其固有的能级和能参
与跃迁的电子数，因此它们的辐射能量也不同。
能量不同的电磁波（频率不同的单色光）对眼睛的刺激量也不同，从而就引起有不同颜色的感觉。
所以只要激发态与基态之间的能量差处于可见光的能量范围，它就会吸收相应能量波长的光而呈现出
一定的颜色。
　　1.1.3 影响物质颜色的因素　　这里主要是指无机物的颜色，影响无机物颜色的主要因素有：离子
的电子层结构、离子的极化、络合物的形成、温度和分散度等。
　　1.1.3.1 离子的极化　　一般离子是有色的，它们的化合物也是有颜色的，但是无色的离子由于离
子间的极化有时也可能形成有色化合物，例如Ag+和都是无色的，但Agl却是黄色，这是离子极化的结
果。
极化以后，电子能级也随着改变，使激发态和基态的能量差变小，因此吸收可见光中某一定波长的光
而变为有色。
一般化合物的颜色随离子极化程度的增大而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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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颜色玻璃概论》内容丰富、文字简练、实用性强，可供从事玻璃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
可作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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