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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机非金属材料是指除金属材料与高分子材料外的其他所有材料。
它是一个庞大的材料家族。
在这个材料家族中，既有以传统陶瓷为代表的古老材料，也有以功能材料为标志的新型材料。
将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制备工艺汇编于一本书中，这是一个独特而艰巨的任务。
自2001年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以来，从全校相关专业汇聚起来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采
取了按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探索。
相应地，也将原来的“陶瓷工艺学”、“玻璃工艺学”、“水泥工艺学”、“碳素工艺学”、“特种
陶瓷”等课程整合成了“无机非金属材料制备工艺原理”，作为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本书的编写，就是根据这一教学思路进行的，反映了数十年来这门课程的教学研究过程与教学改革成
果。
这种宽口径人才培养方式，也得到了无机非金属材料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认可。
该书被批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的编写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分委员会编
制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规范》及《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规范》，结合了近十年来材料学科的相关
教学改革成果。
其突出特点是将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制备过程当成一个整体，以其制造工艺过程为线索，介绍了这个家
族材料的制备过程。
全书分为8章,包括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含义及演化、原料、配方、配合料的制备、成型、干燥、烧成及
后加工等。
相应的细节问题则以实例的方式穿插地介绍于各章节中。
本书力求突出重点，彰显特色，尝试将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工学问题置于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宏观角
度来探讨。
本书由李玉平、高朋召编，研究生庄鹏、王志云、公伟伟等人协助收集了相关材料并绘制了书中的插
图。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编者所在单位和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书中引用了许多文献资料，在此，
作者向所有给本书的编写提供帮助的人士深表感谢！
由于作者学识浅陋，书中的不妥和遗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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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李玉平高朋召编《无机
非金属材料工学》的突出特点是将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制备过程当成一个整体，以其制造工艺过程为线
索，介绍了这个家族材料的制备过程。
全书分为8章，包括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含义及演化、原料、配方、配合料的制备、成型、干燥、烧成
及后加工等，相应的细节问题以实例的方式穿插于各章节中。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突出重点，彰显特色，将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问题置于材料科学与工程
领域的宏观角度探讨，适合作为高等学校无机非金属材料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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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烧成温度是指瓷坯在烧成时获得最优性质相应的温度，即操作时的止火温度。
实际上要使全窑稳定在某一温度上是困难的，所以止火温度是指一个允许的温度范围。
坯体性质开始达到其技术指标时的温度为其上限值。
坯体的烧成温度先是根据坯体的收缩率和气孔率的变化及其烧结情况确定其烧成范围，最后将产品在
生产窑中试烧，测定产品的性能后确定。
烧成温度的高低与坯体的组成、烧成温度的宽窄、制品的质量要求、升温速度等因素有关。
从物理化学变化过程来看，烧成温度取决于坯体内液相和晶相的比例及升温时液相黏度的变化。
液相既可填充气孔，使坯体致密，又可促进晶相的生成和发育，使制品具有必要的机械、电气和化学
性能。
但温度过高，液相量过多，或液相黏度下降很大，则使坯体发生高温变形和形成大气泡，且使莫来石
的晶粒粗大，数量减少，瓷的组织结构均匀性破坏，机电性能反而变差。
各类产品的配方，细度不同，在同一温度下的液相黏度都不同，因此，各类产品的止火温度也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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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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