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材料合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无机材料合成>>

13位ISBN编号：9787122104847

10位ISBN编号：7122104842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刘海涛，杨郦，林蔚　编著

页数：662

字数：5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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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材料合成>>

前言

　　第二版前言　　《无机材料合成》（第一版）自2003年8月经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七年多
的时间了，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无机材料合成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特殊功能的新型无机材
料不断涌现，新型的无机材料合成技术与方法及其研究的前沿领域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生态意识的增强，环境及新能源材料的研发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无机材料合成》（第二版），保留了第一版的结构体系，对原有部分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取舍、
修改和完善，如删掉了第一版第一篇中的第5章&ldquo;无机材料的表（界）面&rdquo;和第四篇中的
第20章&ldquo;配位化合物的合成&rdquo;。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关发光、抗菌、催化、隐身及新能源材料方面的内容，保留下来的第一
版的部分章节也做了适当的修订，力争使本书能够做到&ldquo;与时俱进&rdquo;。
　　无机材料的合成是指通过一定的途径，从气态、液态或固态的各种不同原材料中得到化学上及性
能上不同于原材料的无机新材料。
无机材料的合成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研究新型无机材料的合成，另一方面是研究已知无机材
料的新合成方法及新合成技术。
随着当前相关学科研究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无机材料合成能够更多地提出新的行之有效的合成方法
、合成技术，制订节能、洁净、经济的合成路线以及开发新型结构和新型功能的无机材料。
　　本书从无机材料合成的科学基础出发，详细介绍了无机材料合成的主要技术、方法及应用。
在编写过程中，考虑到本书面对的不同读者群，在合成科学基础理论上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将金
属材料和无机非金属材料两大学科的基础理论合理综合编排方面做了一次尝试，此外，在合成技术、
方法及应用方面，在兼顾传统的同时，力求能反映当代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分四篇，共包含２７章。
第一篇是无机材料合成科学基础部分，共分为４章，即第1章至第4章，介绍了与无机材料合成相关的
一些基础知识如无机材料结构、热力学、扩散、固相反应与烧结等方面的理论。
第二篇是无机材料合成实验技术，共分６章，即第5章至第10章，介绍了无机材料合成实验中经常应用
的如高温、低温、高压、真空、气体净化、气氛控制、分离纯化等技术。
第三篇是无机材料现代合成方法及应用，共分８章，即第11章至第18章，介绍了气相沉积合成、溶胶?
凝胶合成、水热与溶剂热合成、自蔓延高温合成、微波与等离子体合成、微重力合成、超重力合成、
仿生合成等技术。
第四篇是无机材料合成前沿领域，共分９章，即第１９～２７章，介绍了新型合金材料、先进陶瓷、
人工晶体、新型碳材料、发光材料、无机抗菌材料、催化材料、隐身材料、新能源材料等领域的研究
及发展状况。
　　全书由第一版的24章修订为新版的27章，修订内容占本书总篇幅的１／２左右。
　　七年多的时间，本书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持续关注，并被国内部分高校选作教材使用，至2010年1月
已经先后五次印刷。
在此期间，通过编辑部转来了一些热心读者的阅读感言，对书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希望我们再版时予以考虑。
在此第二版即将出版之际，向给此书予以关注的读者表示谢意，同时也希望广大的读者能够继续将阅
读中的一些感想反馈给我们，以便在下一次再版的时候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一些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有关内容，在此笔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参考文献数量较多、来源广泛，可能在标注时会有挂万漏一之处，请原文作者发现后通知我们）
。
限于笔者水平，书中还会存在某些不足，恭请各位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本书再版时能进行完善
。
　　编者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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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材料包括了除有机高分子和复合材料以外的所有材料，其“家族庞大，地位显赫”，在国民
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材料科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其合成（制备）方法的研究
与应用成为材料科学技术的重点。

　　《无机材料合成（第2版）》从无机材料合成的科学基础出发，对无机材料合成的主要技术、方
法、应用及前沿领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反映了当今无机材料合成的主要研究动态。
《无机材料合成（第2版）》涉及软化学和极端条件下的合成等诸多领域，着重论述了无机材料合成
过程中经常应用的如高温、低温、高压、真空、气体净化、气氛控制、分离纯化等实验技术。
对气相沉积、溶胶?凝胶、水热与溶剂热合成、自蔓延高温合成、微波与等离子体、微重力、超重力、
仿生等合成方法以及新型合金材料、先进陶瓷、新型碳材料、发光材料、无机抗菌材料、催化材料、
隐身材料、新能源材料等前沿领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代表了当代无机材料合成的技术水平。

　　《无机材料合成（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各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供
从事相关学科领域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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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②按应用领域划分，可分为电子材料、航空航天材料、核材料、建筑材料、能源材料
、环境材料、生物材料等。
③按功能特征划分，可分为结构材料、功能材料。
结构材料是以力学性能为基础，制造受力构件所用材料，当然，结构材料对物理或化学性能也有一定
要求，如光泽、热导率、抗辐照、抗腐蚀、抗氧化等。
功能材料则主要是利用物质的独特物理、化学性质或生物功能等而形成的一类材料。
一种材料往往既是结构材料又是功能材料，如铁、铜、铝等。
④按技术成熟程度及发展前景划分，可分为传统材料与新型材料。
传统材料是指那些已经成熟且在工业中已批量生产并大量应用的材料，如钢铁、水泥、塑料等。
这类材料由于其产量大、产值高、涉及面广，又是很多支柱产业的基础，所以又称为基础材料。
新型材料（先进材料）是指那些正在发展，且具有优异性能和应用前景的一类材料。
新型材料与传统材料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传统材料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技术含量，提高性能，
大幅度增加附加值而成为新型材料；新型材料在经过长期生产与应用之后也就成为传统材料。
（2）无机材料合成概述若想深入理解无机材料合成，我们需先从“材料科学”说起，“材料科学”
的形成实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
首先。
固体物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对物质结构和物性的深入研究，推动了对
材料本质的了解；同时，冶金学、金属学、陶瓷学、高分子科学等的发展也使对材料本身的研究大大
加强，从而对材料的组成、结构、制备与性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愈加深入，为材料
科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材料科学这个名词出现以前，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与无机非金属材料都已自成体系，目前
复合材料也获得广泛应用，其研究也逐步深入。
但它们之间存在着颇多相似之处，对不同类型材料的研究可以相互借鉴，从而促进材料学科的发展。
如马氏体相变本来是金属学家提出来的，而且广泛地被用来作为钢热处理的理论基础，但在氧化锆陶
瓷中也发现了。
马氏体相变现象，并用来作为陶瓷增韧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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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机材料合成(第2版)》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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