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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明陶瓷是先进陶瓷材料中十分独特的一个分支。
就其化学组分、相结构和制备工艺以及发到有要求而言，透明陶瓷是当前先进陶瓷领域中化学与相组
成最为纯净、致密度最高、工艺要求严格，同时性能要求最苛刻的一类陶瓷材料。
本书一方面较全面地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特别是我国在透明陶瓷研究与开发中的进展，另一方面也以
较为通俗的语言介绍了透明陶瓷的知识、发展和应用，可为更广泛的读者较全面了解透明陶瓷这一领
域提供参考。
第一章简要介绍透明陶瓷的概念和光学透明特性；第二章主要介绍并讨论了透明陶瓷的工艺；第三章
主要介绍了灯用透明陶瓷氧化铝陶瓷部件的制备与应用；第四章论述了激光陶瓷的发展以及我所在这
方面的部分研究进展；第五章介绍透明闪烁陶瓷，重点介绍了我所在这方面最新的工作；第六章简述
了透明陶瓷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第七章是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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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透明陶瓷概述及其光学透明性的影响因素　　透明陶瓷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人们
对这种材料研究的热情始终不减。
到20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光陶瓷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同时也带动了人们对其他透明陶瓷
的研究热情。
本章主要对透明陶瓷进行简要介绍，并初步分析影响透明陶瓷透明性的主要因素。
　　§1.1　透明陶瓷简介　　1.1.1基本概念　　透明陶瓷（transparent ceramics）是指采用陶瓷工艺制
备的具有一定透光性的多晶材料，又称光学陶瓷。
通常认为直线透过率超过10％的陶瓷为透明陶瓷，在10％以下的陶瓷为透光陶瓷（或半透明陶瓷）。
　　不同类型的透明陶瓷，除具有透光性外，还具有电光效应、磁光效应，以及高强度、耐高温、耐
腐蚀、耐冲刷等优异性能，因而在空间、计算机、激光、红外、新型光源、原子能工业等方面有广泛
的应用。
　　一般多晶陶瓷的不透明性是由于非等轴（立方）晶系的多晶晶粒在排列取向上的随机性，导致晶
粒间折射系数不连续，以及晶界效应、气孔等引起的散射等原因所致。
在制备透明陶瓷时，通过采用高纯、超细原料，掺人尽可能少的添加剂和工艺上的严格控制，将气孔
和杂质充分排除并适当控制晶粒尺寸，使制品接近于理论密度，从而制备出透明陶瓷。
此外，制备透明陶瓷的首要条件是组成陶瓷的单晶体本身是透明的，同时具有高的对称性，一般为立
方晶系。
某些非立方晶系的陶瓷材料如六方相的氧化铝，一定条件下可以制得半透明（translucent）陶瓷。
为叙述简单起见，以下将透明和半透明陶瓷统称为透明陶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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