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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8章，主要包括电工电子材料的基础内容，即导电材料、超导体、半导体材料、电阻材料、半
导体材料、绝缘材料、电介质材料、磁学材料，同时阐述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热点。
本书基本理论体系完善，内容新颖，材料翔实。
为满足研究生教学的需要，书中还提供了相关理论推导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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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4 电阻材料　　通常在电子产品中所谓的电阻是指电阻器元件。
电阻器是电气、电子设备应用最多的基本元器件之一，主要用于控制和调节电路中的负载。
电阻器的分类有很多方法，按照材料进行分类，包括碳膜电阻、水泥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等
。
除了按照材料分类外，还可以按照功率、电阻值的精确度等进行分类。
电阻器材料是指用于制备电阻的材料。
一般认为分两大类，一类强调电阻值在环境条件下的稳定性，另一类则正好相反，强调电阻阻值随环
境因素变化而变化。
前者一般用做精密电阻，调节电流用电阻和发热电阻；而后者则多用于功能性电阻。
　　1.2.5 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是指电阻率约为1010Ω·m以上的材料。
实用中优良绝缘材料的电阻率在室温下都大于1012Ω·m。
绝缘材料的作用是在电气设备中把电动势不同的带电部分隔离开来。
因此绝缘材料往往有一定的基本的要求，而且不同的电工设备对绝缘材料性能的要求各有侧重。
　　绝缘材料分类方法很多，最简单、最常用的就是常按其聚集状态而分为固态、液态和气态。
绝缘材料多数属于固体。
无机固体绝缘材料，以离子型结构为主，主要特点为耐热性高，工作温度一般大于180℃，稳定性好，
耐大气老化性、耐化学药品性及长期在电场作用下的老化性能好；缺点是脆性高，耐冲击强度低，耐
压高而抗张强度低，工艺性差。
有机绝缘材料一般为聚合物，平均分子量在104～106，其耐热性通常低于无机材料。
含有芳环、杂环和硅、钛、氟等元素的材料其耐热性则高于一般线链形高分子材料。
　　1.2.6 磁性材料　　一般磁性材料主要是指过渡元素铁、钴、镍及其合金等能够直接或间接产生磁
性的物质。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磁性材料在全球的产值和产量几乎每十年就翻一番。
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随着信息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节约能源降低损耗的环保需求，磁性材料总体
发展趋势是小、轻、薄以及多功能、数字化、智能化。
例如，利用镍一钛系研制试验宇宙飞船的无线电通信天线。
纳米磁性材料是未来磁性材料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纳米磁性材料是纳米材料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功能
材料。
其应用前景十分可观，在信息存储、处理和传输中占据重要地位。
　　1.2.7 电介质材料　　电工中一般认为电阻率超过1OΩ·cm的物质便归于电介质。
电介质的带电粒子被原子、分子的内力或分子间的力紧密束缚着，属于束缚电荷。
在外电场作用下，这些电荷也只能在微观范围内移动，产生极化。
能产生极化现象的物质统称为电介质。
电介质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介电常数、介电损耗因子、介电强度。
按照介电常数的大小，电介质可以分为高介电常数和低介电常数两大类。
前者主要用于大容量电容器、微波领域等；后者主要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逐渐会成为半导体行业
的一个分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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