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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钛化合物》书是《钛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钛化合物的分类，钛的金属间化合物、氧化物、卤化物、无机物和有机物的性质
、制法和用途，二氧化钛和钛白粉的性质、生产工艺和用途，二氧化钛薄膜的性质、制备工艺和应用
，以及纳米二氧化钛的性质、生产工艺和应用等。
　　《钛化合物》可作为钛化合物生产企业的培训用书，也可供从事钛化合物研究的科研人员、生产
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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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金属间化合物是合金组元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晶格类型及性能均不同于任一组元
的合金固相，一般可用分子式大致表示其组成。
金属化合物一般有较高的熔点和硬度以及较大的脆性。
合金中出现金属间化合物时，可提高强度、硬度和耐磨性，但降低塑性。
根据金属间化合物的形成规律及结构特点，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型：（1）正常价化合物。
周期表上相距较远，电化学性质相差较大的两元素容易形成正常价化合物。
其特点是符合一般化合物的原子价规律，成分固定，并可用化学式表示。
正常价化合物具有高的硬度和脆性，当其在合金中弥散分布于固溶体基体中时，将起到强化相的作用
，使合金强化。
（2）电子化合物。
电子化合物是由第1族或过渡族元素与第2至第5族元素结合而成的。
它们不遵循原子价规律而服从电子浓度规律。
电子浓度是指合金中化合物的价电子数目与原子数目的比值。
电子化合物具有高的熔点和硬度，但塑性较低，一般只能作为强化相存在于合金特别是有色金属合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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