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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辐射远红外烧结工艺 1

1.1 工艺技术基础

陶瓷制品的烧结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釉料的红

外辐射性能。人们将釉料的红外辐射性能作为入手点，

创造出高辐射远红外烧结工艺，通过增强釉料的红外辐

射性能提高陶瓷的烧结效果，实现了陶瓷釉料新技术工

艺的研发。从本质上而言，该项陶瓷釉料工艺的技术基

础内容是将具有高辐射远红外性能的釉液涂刷在陶瓷材

料上，然后进行烧结，从而完成陶瓷釉料工艺。考虑到

当前常用且具备高辐射远红外性能的釉液材料，往往在

烧结后容易脱落，为此人们采用了具备红外辐射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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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作为原料，塑造釉料的优势性能，同时加入了黏

土、碳化硅等材料，将其组成熔块，以强化釉料的附着

力，达到预期的陶瓷釉料烧结效果 [1]。

1.2 工艺操作内容

首先，需要制作釉液，并研磨好原料，加水调和。

其次，将调匀的釉液均匀涂刷在陶瓷胚表面。最后，将

涂刷好釉液的陶瓷放入 800 ～ 1000℃的环境中加热烧结，

由此即可完成该项陶瓷釉料新工艺。在此过程中，应注

意该釉料不含铅，且为了塑造陶瓷釉料耐酸碱的能力，

需在釉液调和时向其中加入钴、镍；同时，其中的高辐

射远红外性氧化物，可以是氧化锰、氧化硅、氧化锆中

的一种或几种，需根据产品成本预算加以选择。此外，

该工艺虽然能适用于各种烧结方法，如空气间烧结、水

中烧结等，但需要结合实际的烧结方法，对釉料的成分、

形态加以调整，并且由于该工艺的落实重点在于釉液的

制作，因此需把控好原料质量，以保证该项工艺可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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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到预期效果。高辐射远红外烧结工艺流程示意图如

图 1 所示。

2、环保型防污瓷釉工艺

2.1 工艺原理

该环保型防污瓷釉工艺的主要特点是不含致癌物

质、陶瓷釉面表面不附着灰尘、原料简单易得且较为环

保。该工艺所用原料主要为由玉米淀粉、NaOH 等原料制

作的基料、CaCO3、群青粉、C3H4O2、有机硅等物质，其

中不含致癌、有毒物质，基本不会对使用者、生产者的

健康造成影响。由于上述原料比较容易获取、制备方式

简单，因此该工艺的资源耗费量较低。该釉料中所含有

的物质本身就具备良好的黏结性，只需向其中加入少量

的 C3H4O2、PVA，即可使釉料结构达到良好的交联效果，

能够极大地节约陶瓷制作中 C3H4O2、PVA 交联剂的用量，

节约资源成本，环保优势突出 [2]。

2.2 工艺操作内容

首先，将水加热到 90℃，加入 PVA，再用喷雾器喷

入硼砂三倍水溶液，然后加入尿素、NH4Al（SO4）2 溶液，

搅拌后用 100 ～ 200 目纱过滤备用。其次，制作玉米淀

粉、NaOH 的混合原料，再将该原料与之前做好备用的原

料均匀混合，形成混合基料。再次，向混合基料中加入

有机硅乳液、Ca（OH）2，再用电机高速搅拌，然后加

入轻质 CaCO3、重质 CaCO3、群青粉、增白剂，完成釉料

制作。最后，将釉料均匀涂刷在陶瓷表面，再进行烧结

加工，即可完成该项陶瓷釉料工艺。每一次加入原料前，

做好搅拌工作，以免出现结块等问题，影响釉料的稳定

性。环保型防污瓷釉工艺流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3、高吸水全抛釉工艺

3.1 工艺技术特点

高吸水全抛釉工艺是指一种支持表面抛光工序的

陶瓷釉面的技术工艺，该工艺主要用于制作仿古类的陶

瓷制品，由于该工艺制作的釉面支持抛光工序，因此人

们可以在陶瓷釉面上加工仿古花纹，使陶瓷制品更加美

观。在此过程中，该工艺相较于其他工艺，所呈现的最

大特点在于该工艺支持抛光工序并具备低损耗的特性。

其中，低损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该技术工艺配套的釉

料精抛工序上。该工序属于全抛釉独有的工序，相较于

普通的抛光工艺，能减少 90% 的材料损耗，从整体上

看，该项工艺具备更好的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优势。此

外，经过该工艺生产的陶瓷制品，具有 0.5% 以上的高

吸水率，将其用于北方环境，能降低北方干燥天气条件

下，陶瓷制品缺水开裂的概率，优化陶瓷制品的使用性

能 [3]。

3.2 工艺操作内容

首先，制作底釉、面釉。其次，将底釉装入钟罩淋

釉器中，利用釉槽、筛网格的缓冲作用，使底釉流过钟

罩，均匀地覆盖在陶瓷坯的表面。采用丝网印花、喷墨

打印等方式，装饰加工陶瓷制品的表面。再次，待加工

完成后，向陶瓷表面涂刷一层面釉，该层面釉为透明状。

设置该面釉涂刷程序的目的是使陶瓷釉面经过烧制后，

图1　高辐射远红外烧结工艺流程示意图

图2　环保型防污瓷釉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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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呈现水晶状的光滑、晶莹外观，提高陶瓷制品的观赏

效果。最后，待面釉涂刷完毕后，再烧制陶瓷制品，以

完成该项工艺。在此过程中，应注意由于该工艺需要涂

刷两层釉面，因此应适当延长烧制时间，以保证釉面的

成型效果。

4、抗微生物瓷釉涂层工艺

4.1 工艺使用范围

该项工艺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向瓷釉涂层中加入了抗

菌、生物试剂，赋予了陶瓷釉面抗微生物能力，因此该

项工艺通常被应用在具有抗菌需求的陶瓷制品生产中。

在陶瓷制品的日常使用中，如果瓷釉避免经常接触水或

细菌环境，就会为细菌微生物的生长提供条件，而该部

分的细菌微生物通常会产生有害的或难闻的气味和难看

的表观，对釉面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如陶瓷洗

脸盆表面的结垢等，影响陶瓷制品的使用效果。为此，

人们通常会利用该项工艺生产一些在卫生间、厨房、游

泳池等区域使用的陶瓷制品，以减轻该部分陶瓷制品后

续维护、清洁的工作量。该项工艺的使用范围为公共、

家庭卫生与休闲用陶瓷器具的制造加工。此外，因为该

釉面的化学性能稳定，且不会散发有毒物质，所以也可

将该工艺应用到烧烤架陶瓷部分等与食物直接接触的陶

瓷制品制造中 [4]。

4.2 工艺操作内容

首先，在瓷釉组合物中加入抗微生物试剂，完成瓷

釉的制作。其中，试剂由抗微生物金属及其颗粒支持物

组成，抗微生物金属可以选用 Ag、Cu、Zn，或其混合物，

颗粒支持物可以选用 BaSO4、Zr、Si 等，同时该试剂的

含量应保持在 1% ～ 10%，需根据实际的抗微生物要求，

予以确定。其次，将该釉料均匀涂刷在陶瓷表面，然后

将陶瓷送入 760 ～ 925℃的环境下烘烤。最后，冷却至室

温，即可完成该项工艺。在此过程中，严禁将粗金属添

加到釉料中，以免破坏釉面的抗微生物能力及色彩的稳

定性 [5]。

5、结束语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局势下，国内外竞争相当

激烈，虽然我国陶釉的发展已较为成熟，但是我国陶瓷

产业的发展仍落后于国外，应重视开发具有特定功能和

复合功能的新产品，重视废物的回收利用和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档次，不断填补国内外市场空白。目前，我国

陶釉的发展种类繁多，其中也存在各种缺陷，为了改善

这些缺陷，科研工作者依然不停地开展大量研究，以提

高产品的质量，并充分利用有利资源，扩大应用范围。

由文章分析可知，合理应用陶瓷釉料新技术工艺，可以

加快推动陶瓷制造业的发展。在陶瓷生产中，借助新型

的釉料技术工艺，能弱化烧结难度、塑造陶瓷制品的环

保优势、提高陶瓷制品的自洁性能、增强工艺效果的美

观性、赋予陶瓷抗微生物能力，从而优化陶瓷制品生产

质量与效率，提升陶瓷制造业的效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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