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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功能陶瓷的基本物理性能、基础理论、应用及其发展。
重点对功能陶瓷物理性能的电导、介电性能、介质损耗、绝缘强度、铁电性和铁电体、压电性、力学
性能、热学性能、光学性能、磁学性能、耦合性能、敏感陶瓷的物理性能、生物陶瓷的物理性能、超
导电性、纳米材料等的物理性能及其基础理论进行了介绍。
在了解功能陶瓷的这些基本物理性能的基础上，还从功能陶瓷材料及元器件的研究和生产的角度，对
影响功能陶瓷物理性能的主要因素、提高功能陶瓷物理性能的常用方法、功能陶瓷的基本应用和新材
料进展进行了简单介绍。
　　　　本书可作为从事功能陶瓷材料和元器件的研究、应用研究和生产的工程科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以及高等院校有关功能陶瓷材料和元器件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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