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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高等教育按系设置宽口径专业的改革需要，实现加强基础、拓宽知识的大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
，我们在原浙江大学等编写的《硅酸盐物理化学》教材内容基础上，结合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近年来
的发展现状，编写了《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一书。
本书可取代原《硅酸盐物理化学》教材，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或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学生系统掌
握与学习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相关基础知识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无机非金属材料科技工作者
参考。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是专门介绍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形成规律、微观结构和性能以及它们之
间相互关系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程。
鉴于“材料的性能’，已在相关的教材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书主要涉及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形成规
律和微观结构等相关内容，主要包括无机晶体的结构与缺陷，非晶态固体，材料表面与界面，无机非
金属材料制备过程中的物质传递、相平衡、相与相之间的转变、固体与固体反应形成新的固体和粉末
的烧结等。
    本书由浙江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研究所的三位教师编写，由樊先平主编。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二、四、五章由樊先平编写；第三章由翁文剑编写；第六、七章由洪樟连编写
，浙江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研究所的张朋越博士生绘制了书中的部分图表。
    本书各章节中的部分内容已在浙江大学材料系的本科教学中试用多年，在试用过程中学生提出了许
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一些文献和资料，并得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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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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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烧结过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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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反应物通过产物层的扩散　　当反应物之间形成一层产物后，则需要有一种或几种反应物通
过产物层的扩散，反应才能继续进行，固相反应中的扩散规律与一般的扩散规律相同。
因此，为了便于对固相反应的动力学过程有较深入的理解，在下面的第二节中，将对固相反应中的扩
散现象和规律进行简单描述。
　　第二节 固相缺陷与扩散　　第一章介绍的有关化学键、晶体化学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的晶体结构
类型等基本理论是针对理想晶体而言的，实际的材料中往往存在着质点单元(原子或分子等)的不规则
排列，即存在一定的晶体结构缺陷。
第一章中已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缺陷类型，如点缺陷、线缺陷和面缺陷等，并着重对固溶体这种最基础
、常见和非常重要的点缺陷类型作了专门论述。
　　实际晶体中存在的各种缺陷不仅影响着材料的结构与性能行为，对材料制备过程也有着非常明显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前述扩散传质是固相反应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而晶体结构中的各种点阵缺陷则是影响扩散
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考虑到各种缺陷及其物理化学行为在固相反应、以及烧结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第一章介绍的有关
缺陷理论基础上，现对涉及固相反应和烧结的缺陷与扩散现象再做进一步的阐述。
　　一、常见缺陷类型　　如第一章所述，固相的晶体缺陷按几何维数和组合形态，可以分成三大类
，即：点缺陷、线缺陷和面缺陷。
　　1．点缺陷　　点缺陷一般发生在组成晶体结构最基本的点阵格点位置或邻近空隙，几乎没有三
维尺度，又称为零维缺陷。
常见的有空位、间隙原子、置换原子(固溶)等；另外，由它们组成的空位对等也称为点缺陷。
　　2．线缺陷　　线缺陷沿一维方向分布，有时可以看作是点缺陷在一维方向上的连接与延伸，也
称为一维缺陷。
最常见的就是位错。
　　3．面缺陷　　面缺陷是一种在二维方向上分布的缺陷，又称二维缺陷。
常见的有：晶体表面、晶界、相界和堆垛层错等。
　　二、点缺陷及其研究方法　　1．点缺陷的产生　　从热力学角度分析，点缺陷可分成两种：热
力学平衡点缺陷和非平衡点缺陷。
相应地，点缺陷产生一般有两种途径；热力学平衡途径与非平衡途径(施加一定的外场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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