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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氧化铍陶瓷的凝胶注模成型(精)》由王小锋、王日初所著，该书在介绍国内外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阐述氧化铍陶瓷的晶体结构、性能特点和应用，研究氧化铍陶瓷的成型与制备。
作者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法、凝胶注模成型和二步烧结等现代陶瓷制备技术，深入探讨氧化铍的粉体
制备、悬浮液的流变性能调控、湿法成型技术和烧结工艺，对高性能陶瓷的湿法成型和制备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氧化铍陶瓷的凝胶注模成型(精)》数据翔实、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可读性强，可以作为材料科学
相关专业教学或参考用书，也可以供从事陶瓷研究、开发和生产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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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氧化铍陶瓷的凝胶注模成型》以电子封装材料为背景，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法、凝胶注模、二
步烧结等技术，就纳米级BeO粉体的制备、微米级BeO粉体的煅烧处理、BeO粉体悬浮液的制备及其流
变、BeO的凝胶注模成型和烧结等多方面进行研究。
全书分为7章，内容分别如下：第1章，介绍电子封装技术与材料的发展，总结国内外氧化铍陶瓷的研
究现状；第2章，阐述凝胶注模成型技术的成型原理、工艺过程和应用；第3章，研究微米级BeO粉体
的煅烧处理工艺并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法制备纳米BeO粉体；第4章，研究BeO粉体悬浮液的制备及其
流变性能；第5章，研究BeO的凝胶注模成型及其坯体的液体干燥；第6章，研究微米级和纳米级BeO
粉体的烧结及其导热性能；第7章，提出并验证响应凝胶注模成型技术，可以作为材料科学相关专业
教学或参考用书，也可以供从事陶瓷研究、开发和生产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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