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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功能材料概论》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独立的教材，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来审视化工材料的功能性问题。全书内容涵盖了纳米材料、
催化新材料、有机硅材料、膜材料、生物活性物质、有机氟材料、电子化学材料、智能材料和功能色
素材料，介绍了这九大类化学功能材料的发展历史、制备方法、应用领域，着重讨论这些材料的合成
或制备原理、性能和应用实例。本书内容系统全面，论述方法简明清晰，应用实例贴近实际，信息量
大，知识点新，反映了化学功能材料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国际前沿领域和学科发展动态。

本书可供大学材料、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作为教学用书，也可为相关领域的
科研开发和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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