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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矿物与岩石》

前言

本书第二版作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于2005年出版。值《工业矿物与岩石》作为“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矿物材料科学系列教材”之一再版之际，为适应当前高等教
育中学时减少和强化素质培养的需要，使其内容更好地适应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要求，对原教
材内容进行了适度精简和更新补充。  据Fleischer’s Glossary of Mineral Species（Back etal,2008）更新了
有关辉石族、闪石族、云母族、沸石族的晶体化学分类等内容；新增了伊利石、六方钾霞石两种矿物
；精简了对一般工业矿物的论述，重点补充了近年来有关层状硅酸盐矿物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删
除了11种不太重要的晶体结构图和16种不太常见的矿物晶形图。  国家发改委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05年本)》中，已将角闪石石棉(即蓝石棉)列为淘汰类落后产品，将含铬质耐火材料生产线列为限
制类项目，因而精简了有关蓝石棉性质和工业应用的内容，删除了有关铬质耐火材料制品的内容。  
新增了18种主要金属矿产和14种重要非金属矿产资源概况的内容，有关数据主要引自国土资源部信息
中心编著的《2006—2007世界矿产资源年评》(2008)、《2007—2008世界矿产资源年评》(2009)和《中
国非金属矿业》(崔越昭，2008)三本专著；对34种无机矿物原料的质量要求，引自《无机化工原料》(
第五版)(王光建，2008)，正文中不再说明。  据新版Industrial Minerals and Rocks（7thed）(Kogel et
al,2006),对教材中25处内容做了补充或更新。参考Geopolymer Chemistry and Applications（2nded
）(Davidovits,2008)，对矿物聚合材料部分内容做了补充；重写了有关富钾岩石的内容；更新了近年来
对矿山尾矿、煤矸石、粉煤灰等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研究的内容；更新或补充了主要工业岩石原料的
应用技术指标和工程化应用研究进展等内容。  本次教材修订，第一篇由廖立兵、马鸿文、李国武、
杜高翔完成；第二篇由白志民、马鸿文完成；第三篇和绪论部分由马鸿文完成，李金洪参与了第十五
章的修订工作。全书由马鸿文统稿，博士生苏双青、李歌负责全书内容的核校，新增补图件由刘浩清
绘。教材修订过程中，得到杨静博士、余晓艳博士、刘梅堂博士等的协助。书中尚存的疏漏或不足之
处，敬请读者赐正！

Page 2



《工业矿物与岩石》

内容概要

《工业矿物与岩石(第3版)》是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等本科专业教材，“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工业矿物与岩石》第二版(2005)的基础上，为适应当前教学计划中学时
减少和强化素质培养的需要，此次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矿物材料科
学系列教材”之一，进行了适度的内容精简和更新补充而修编完成的。内容包括工业矿物学、工业岩
石原料、工业岩石制品三部分。工业矿物学包括常见的120余种工业矿物原材料，主要为非金属矿物，
对重要的金属矿物和宝石矿物也作了简要论述。工业岩石原料部分重点加强了理化性能、工业应用及
技术要求的论述。工业岩石制品包括硅酸盐陶瓷、硅酸盐玻璃、耐火材料、无机胶凝材料，以及工业
固体废物资源。上述内容大体上可反映近年来工业矿物与岩石领域的研究新进展、工业应用现状及发
展趋势。《工业矿物与岩石(第3版)》适用于地质、矿业、冶金、建材类高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
非金属材料，矿物材料学)、材料化学、资源勘查工程、宝石与材料工艺学等本科专业教学，也可供其
他理工科高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等专业作为参考教材，同?也适用于无机非金属
材料学、矿物材料学、矿产资源勘查工程、资源产业经济及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作为参
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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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矿物与岩石》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沸石的催化性质主要决定于晶体结构中的酸性位置、孔穴大小及阳离子交换性能。Si
被Al置换使格架中的部分氧呈现负电荷，为中和四面体所出现的负电荷而进入沸石中的阳离子，是使
沸石产生局部高电场和格架中酸性位置的原因。格架中的Si、A1、O和格架外的金属离子一起构成催
化活性中心。这些金属离子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因而沸石的活性和抗中毒性能优于一般金属催化剂。
许多具有催化活性的金属离子如cu、Ni、Ag等，可以通过离子交换进入沸石孔穴，随反应还原为金属
元素状态或转化为化合物。沸石催化活性位置都在晶体内部。反应物分子只有扩散到晶体内的孔穴中
才能发生反应，生成物也要经过孔穴才能扩散出来。因此，沸石的孔径大小和连接方式直接影响其催
化性能。沸石晶格中相互连通的孔道和孔穴为反应分子自由扩散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具有三维孔道的
沸石更有利于反应物的自由出入。例如X型、Y型沸石为双六元环（D6R），有三维交叉孔道，有机分
子可自由扩散，因而在石油化工方面用作催化剂。耐热、耐酸碱性沸石的耐热性主要取决于其
中Si+A1与平衡阳离子的比例。在其组成变化范围内，一般Si含量越高，热稳定性越好。平衡阳离子对
热稳定性也有明显影响。例如，富Ca的斜发沸石在500℃以下即发生分解；而当其用K+交换处理后，
升温至800℃：仍不会破坏。天然沸石的阳离子组成是可变的，因而其分解温度不是一个确定值。如菱
沸石的分解温度是600～865℃，钙十字沸石为260～400℃，浊沸石为345～800℃。天然沸石具有良好的
耐酸性能。沸石在100℃以下与强酸作用2h，其晶格基本不受破坏。丝光沸石在王水中也能保持稳定。
因此，天然沸石常用酸处理方法进行活化和再生利用。由于沸石晶体格架中存在酸性位置，故其耐碱
性远不如耐酸性好。置于低浓度的强碱性介质中，其结构即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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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矿物与岩石》

编辑推荐

《工业矿物与岩石(第3版)》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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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矿物与岩石》

精彩短评

1、有点旧吧，像盗版的，也许我眼里不好
2、值得购买的商品，值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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