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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高层次人才水平的集中体现。
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包括课程学习、文献阅读、课题研究等。
文献阅读与课题研究无疑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样，课程学习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
通过课程学习，使研究生在教师指导下，获取知识的同时理解知识创新过程与创新方法，对培养研究
生创新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围绕研究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改革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同时，开设了一批
研究型课程，支持编写了一批研究型课程的教材，目的是为了推动在课程教学环节加强研究生创新意
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型课程是指以激发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为主要目标，由具有高学术水平的教授作为
任课教师参与指导，以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和前沿知识为内容，以探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导，适合于
师生互动，使学生有更大的思维空间的课程。
研究型教材应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了解最新的前沿动态，激发研究生科学
研究的兴趣，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把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模式，把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在探索研究与自主学习中掌握知识和培养能力。
　　出版研究型课程系列教材，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有许多艰苦的工作。
虽然已出版的教材凝聚了作者的大量心血，但毕竟是一项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工作。
我们深信，通过研究型系列教材的出版与完善，必定能够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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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无机非金属（陶瓷）材料的制备技术为主线，对原材料及其合成、坯体成形与干燥、致密化烧
结、材料后续加工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同时对无机薄膜制备，以及其他无机材料热点制备技术也
进行了介绍。
    考虑到研究生科研工作的要求，书中对与制备技术相关的理论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本书还包含了传统陶瓷制备技术相关理论基础的内容。
    本书可作为研究生与本科生专业课教材使用，也可供有关科研和生产单位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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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前言　　材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任何一种新材料或新的材料制
备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般意义上的材料可以根据其化学成分的不同分为金属、无机非金属和有机高分子材料。
金属材料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与合金，以及金属问化合物；无机非金属材料主要包括金属（过渡
金属或与之相近的金属）与硼、碳、硅、氮、氧等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以及非金属元素组成的
化合物；有机高分子材料则主要包括各种塑料、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
除此而外，这三类材料的相互复合可以制备得到性能更加优异的各种复合材料。
　　根据材料使用用途的不同，又可将材料分为结构材料与功能材料。
前者主要利用材料的各种机械性能，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承担、传递各种外力载荷；后者则主要利用
材料固有的各种物理性能，即通过材料的声、光、电、磁等特性，实现对各种信号感知、转换、传递
和控制的作用。
功能材料在21世纪信息化时代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对更多材料提出了结构
一功能一体化的要求。
　　各种材料在生产与使用过程中产生着大量固体废弃物——堆积如山的废矿渣、各种冶炼炉渣、能
源生产过程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对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环境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人类在材料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材料残骸，例如材料的各种腐蚀产物，以及目前引起人类高度注意的
白色污染，也是对环境越来越大的威胁。
　　研制、开发新材料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的重要研究内容，各种材料的使用也是材料科学工作者的重
要任务，此外还必须关注材料使用过程中对环境与资源的影响。
在以上工作中，材料制备技术所起的作用要求我们对制备技术加以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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