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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混合料中添加剂　　混合料中添加剂根据性能和作用有：矿化剂、晶核剂、结合剂、发泡剂和
澄清剂等。各类添加剂的引入均有各自的目的：①矿化剂是起降低熔化或烧成温度，促进或抑制矿物
多晶转变、再结晶、重结晶等作用的添加剂；②为诱导高温熔体析出需要的晶体而引入的添加剂，称
为晶核剂；③结合剂是为促进制品中矿物颗粒结合的添加剂，有高温结合剂、低温结合剂和常温结合
剂三类；④能促进制品在高温条件下产生大量的气泡或者自燃后留下大量孔隙的添加剂，称为发泡剂
；⑤能促进高温熔体内气体排出的添加剂，称为澄清剂。不难看出，它们对制品显微结构和性能的影
响。　　3.机械加工处理　　混合料中原料颗粒细度或级配、拌和均匀度、含水量等，均与物料粉碎
、筛分、搅拌、成型及干燥等机械加工处理有关，直接影响制品的烧成工艺、显微结构及技术性能。
　　物料细度 颗粒愈细其比表面积就愈大，可促进烧结和物料的熔融，进而获得理想的显微结构。　
　粒度级配成型烧结的制品要求混合料具有一定的粒度级配，使坯体更紧密而促进烧结，还可获得致
密的显微结构，提高制品的机械强度和其他性能。　　拌和均匀度拌和不均匀将造成混合料的化学成
分或粒度级配的局部偏析，这不仅使烧结困难，亦不能获得理想的显微结构。　　坯体成型成型方法
有机压、浇注、胶塑、热压等多种。某种成型参数的变化均会影响制品的显微结构和质量，甚至出现
废品。　　坯体干燥成型的生坯中都含一定量自由水。自由水逸出速度是与所处温度成正比关系的，
应在较低温度下使其慢慢排出。若将潮湿生坯直接送到高温炉内煅烧，坯体内自由水将快速排出，造
成生坯在未烧结前就开裂而成废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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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扫描和透射电镜这部分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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