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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世纪材料研究的新趋向—
多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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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二十世纪 材料研究的过程
,

可 以了解到多相材料 的研究 已 日益 为人们所注 目
。

在新

的世纪开始时
,

多相材料的研究将是新材料发展的趋势
。

但是
,

它将不 同于 以往复合材料的概念
。

多相材料将模糊各类材料的界限
,

它应是集各组成相材料的性能长处于 一身
,

从而表现 出突特的性

能
。

它要博取各类材料的先进工 艺
,

集 中当前材料研究的最新成就
。

以满足使用上的要求为 目标
,

主张用逆向思维的方式来考虑材料的研究思路
。

这将拓宽材料研究的视野
。

可 以预 示
,

多相材料

将为材料家族增添新的血液
。

〔关键词 〕 多相材料
,

研究趋 向

对材料而言
,

过去 由于使用天然的物料为原料
,

因而它们的组分往往是复杂的
,

相组成也是众多的
。

随着原料纯度的改进
,

或人工合成原料的使用
,

材料

的组分亦趋于简单
,

相的组成亦趋于单一
。

使用上

的要求
,

促使了纤维增 (补 )强复合材料的应运而生
。

这是用无机的纤维与有机的聚合物复合而成的多相

材料
。

在陶瓷材料 中
,

除了纤维补强 陶瓷基复合材

料外
,

还发展了颗粒弥散复相陶瓷
、

自补强复相陶瓷

以及表面梯度复相陶瓷等新型材料
。

本文提出的多

相材料
,

它主张模糊各类材料的界限
,

也不拘泥各该

组分的形态
,

以满足使用上的要求为 目标
,

应用当前

材料研究的最新成就
,

选用最适宜的工艺途径 和方

法
,

以制作具有特异性能 的材料
。

这是一条低成本

制造高质量材料的思路
。

1 对多相材料概念的思考

基于上述 的思路
,

这里所提的多相材料将是一

个广泛的概念
,

它的内涵不仅在整个材料 的组成上

和显微结构上的多相组合
,

而且不拘泥 于各 自的形

态
。

在工艺上博取各类材料之所长
。

在材料 的性能

上并不一定要追求高性能
,

而以实际使用 上的要求

为准则
,

这是符合于材料设计的思路的
。

1
.

1 模糊各类材料的界限

多相材料就是要强调各类材料之 间的组合
,

模

糊各类材料之间的界 限
,

尽可能地体现出各该组成

材料的特点
,

在所制得 的材料的性能上并不一定受

主相的制约
,

而也许次相对材料性能上 的左右是重

要的
。

因此
,

提倡要模糊各类材料的界限
,

目的是要

摆脱各类材料本身 固有传统观念 的约束
,

开拓我们

的视野
,

才有可能博取各家之所长
,

而最终得到全新

的材料
,

满足使用上的需求
。

1
.

2 纳米材料工艺技术的运用

两相的组合总是希望它在彼此的分布上是均匀

的
,

在结构上是有规则 的
,

这样才有可能使材料的性

能是稳定 的
。

要做到上述 的要求 并不是很容易 的

事
,

工艺研究上的孜孜不倦 的改进
,

很多都是围绕这

些要求而进行 的
。

利用纳米材料 的工艺技术
,

从尺

度上的缩小以求得在宏观上的相对均匀
,

这种办法

是可取的
。

而且在纳米的工艺技术 中往往很多是采

用在液相或气相下进行
,

这就更容易接 近于上述要

求
。

因此
,

在多相材料的制作工艺 中鼓动采用纳米

工艺技术
,

看来会是有益的
。

1
.

3 先进材料工艺技术的运用

为了达到材料制作的 目的
,

宜充分运用各种先

进的材料制作工艺技术的成 就
,

摆脱原有工艺过程

的思路上的束搏
,

取各类材料工艺之所长
,

找出适宜

的制作工艺路线
,

这是最经济和可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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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使用 上的要求为准则

对材料的高
、

新性能的要求是无可非议的
,

也是

材料研究 毛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

但是我们还应该

更现实地对待实际使用上的要求
,

以最经济 的和最

简便的方法来得到所需的材料
,

以满足实际使用上

的要求
,

这才是对我们材料研究工作者的苛刻要求
。

1
.

5 材料制作的低成本和高稳定性

首先是要求所制得的材料的性能能满足实际使

用 上的需要
,

其次就是要求在性能上的高稳定性
,

最

后是低成本的制作
。

这样才是材料的生命力所在
。

多相材料 由于它在组成上和结构上的可调性
,

在工

艺上的多选择性
,

决定 了它能够更容易地满足低成

本的制作工艺和保持性能上的高稳定性
。

1
.

6 材料设计

多相材料将是材料设计的一个很好的研 究对

象
(。

两种或以 L不 同材料的不 同组合
,

将体现出不

同的材料性能
。

不同相的材料 以不同的形貌
、

不同

的儿何形式组合就可 以获得不同性状的材料
。

这是

按照使用 上的要求
,

对材料进行设计 的最好对象
。

如当两种相的材料在同一方向上作组分上的递增和

递减
,

这样就构成了梯度功能材料
。

新之路的曙光
。

逆向思维就是对传统思维反其道而

行之
。

传统思维的形成是取决于当时的周边环境和

条件的
,

因此并不一定仍然适用于当今的周边环境

和条件
。

这就为摆脱传统思维提供了外部的促成因

素
。

正因为如此
,

这造成了传统思维的固有缺陷
,

这

是摆脱传统思维的内部促成因素
。

材料研究 自古以来从经验式的研究到在学科指

导下的学术研究经过 了漫长的历程
。

发展到现在
,

在某些情况下已有可能根据使用土的要求来剪裁和

设计材料
。

这是材料研究的必由之路
。

但是
,

在整

个材料研究 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被传统 思维的束

缚
。

用
“

逆 向思维
”

尝试在材料研究 中运用
,

是否有

可能开阔人们的思路
,

提出创新的设想 ?

在多相材料系统的选择 中
,

必须打破各类材料

的界限
。

在多相系统 的结合 中
,

不妨跨越出大家都

熟悉的论述
。

例如两相间的结合关系
,

两相 间的反

应
,

两相间的匹配
,

连续相与非连续 相
,

金属与陶瓷

之间的润湿
,

陶瓷基材料的烧结等等
。

材料研究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应用
,

宜只求实用

而不求其完善
。

而理论研究则尽求其严密
,

但也不

忽视它的应用范畴
。

2 “
逆 向思维

”

在材料研究 中的尝试

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开拓视野
、

找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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