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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

料，其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原料组分：钾钠长石

35～55份、调湿材料5～15份、二氧化硅凝胶1～3

份、锆酸钇0.1～1.2份、夜光粉0.5～4.5份、低温

熔块20～25份、分散剂1～2份。本发明通过原料

组分的调整和特殊选用，使其适配低温釉料烧成

工艺，所获得的陶瓷釉料兼具调湿功能和夜光装

饰效果，且其调湿性能优异，夜间发光效果稳定

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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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原料组分：

所述调湿材料选自硅藻土、火山泥、海泡石、沸石、麦饭石、浮石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夜光粉为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材料；

所述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材料选自Sr2MgSi207:Eu,Dy、Ca2MgSi207:Eu,Dy、MgSi03:Mn,

Eu,Dy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锆酸钇为将硝酸锆与氧化钇按Zr与Y的摩尔比为1:1混合后经燃烧法制备所得；

所述锆酸钇的粒径为150～300n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熔块按

重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化学成分：66.1％的SiO2、3.5％的Al2O3、6.15％的B2O3、17.88％的

Bi3O2、0.74％的MgO、2.58％的K2O、1.63％的Na2O、1.42％的Li2O。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选自

羧甲基纤维素、三聚磷酸钠、聚丙烯酸中的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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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釉料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

背景技术

[0002] 功能性陶瓷砖赋予了普通装饰性陶瓷砖一些特殊的功能，如发热砖、负离子砖、透

水砖、防滑砖、呼吸砖、自清洁陶瓷砖等等，其主要是利用了非力学性能的材料实现陶瓷砖

的功能化。其中，调湿砖属于呼吸砖的一种，其生产工艺和其他的陶瓷产品基本一样，也是

经过球磨、喷雾干燥、压制成型、施釉、烧制等，但原材料与普通砖原料差别较大。调湿砖采

用了大量富含微孔的天然粘土、海洋古生物沉积矿物等多种天然环保材料科学配比高温烧

制而成，其坯体形成有大量微细毛孔，使其具有对水汽等有强效吸收和释放的可逆性功能，

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吸收水分到砖体内，反之释放，达到调节室内空气的湿度的功效，故名调

湿砖。由于调湿砖坯体的特殊性，其对涂覆的陶瓷釉料具有特殊要求，因此现时调湿砖坯体

表面仅能采用简单的表面处理，导致无法使调湿砖兼具特殊装饰效果的弊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

料，其经高温烧成后具有多孔结构，可实现调湿功能，同时兼具夜光装饰效果。

[0004]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其按重量份计包括

如下原料组分：

[0005]

[0006] 具体地，本发明通过引入锆酸钇与夜光粉复配作为夜光材料，利用锆酸钇在釉料

烧成过程中形成玻璃相呈现的透明效果赋予夜光粉更显著的夜间发光性能。本发明中的二

氧化硅凝胶有利于提高釉料烧成后的釉面力学性能，其与低温熔块有良好的相容性，可进

一步减低釉料烧成温度。同时，本发明中的二氧化硅凝胶还有助于调湿材料在烧成过程中

形成均匀的多孔结构。

[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调湿材料选自硅藻土、火山泥、海泡石、沸石、麦

饭石、浮石中的至少一种。具体地，本发明的调湿材料不仅能赋予釉料表面良好的多孔结构

以实现釉料的调湿功能，且亦作为夜光粉的载体，从而使得夜光粉的夜间发光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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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夜光粉为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材料，其选自

Sr2MgSi207:Eu,Dy、Ca2MgSi207:Eu,Dy、MgSi03:Mn,Eu,Dy中的至少一种。具体地，本发明的夜

光粉与其它釉料组分优异的分散性和相容性，从而使得该釉料的夜光效果稳定持久。

[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低温熔块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化学成分：

66.1％的SiO2、3.5％的Al2O3、6.15％的B2O3、17.88％的Bi3O2、0.74％的MgO、2.58％的K2O、

1.63％的Na2O、1.42％的Li2O。

[0010]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锆酸钇为将硝酸锆与氧化钇按Zr与Y的摩尔比

为1:1混合后经燃烧法制备所得，并进一步经球磨处理，得到粒径为150～300nm的锆酸钇纳

米粉末。本发明对锆酸钇的限定有利于使其在釉料烧成过程中形成均匀的玻璃相。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分散剂选自羧甲基纤维素、三聚磷酸钠、聚丙烯

酸中的其中一种，其有利于提高釉料混合过程中原料的分散效率。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原料组分的调整和特殊选用，使其适配低温釉

料烧成工艺，所获得的陶瓷釉料兼具调湿功能和夜光装饰效果，且其调湿性能优异，夜间发

光效果稳定持久。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以便于所属技术领域的人员对本发明的

理解。有必要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实施例只是用于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

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熟练人员，根据上述发明内容对本发明作出的非本质

性的改进和调整，应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同时下述所提及的原料未详细说明的，均为

市售产品；未详细提及的工艺步骤或制备方法为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工艺步骤或

制备方法。

[0014] 实施例1

[0015] 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其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原料组分：

[0016]

[0017]

[0018] 其中，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材料为Sr2MgSi207:Eu,Dy和Ca2MgSi207:Eu,D按质量比

为1:1的混合物。所述低温熔块按重量百分比计的化学成分为66.1％的SiO2、3.5％的Al2O3、

6.15％的B2O3、17.88％的Bi3O2、0.74％的MgO、2.58％的K2O、1.63％的Na2O、1.42％的Li2O。

[0019] 制备方法：

[0020] 1)按原料重量份计将钾钠长石、二氧化硅凝胶和低温熔块混合均匀，经研磨得混

合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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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2)按原料重量份计往混合粉料中依次加入锆酸钇纳米粉末、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

材料、羧甲基纤维素和水，搅拌混合要研磨均匀，得实施例1成品。

[0022] 对比例1

[0023] 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其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原料组分：

[0024]

[0025] 其中，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材料为Sr2MgSi207:Eu,Dy和Ca2MgSi207:Eu,D按质量比

为1:1的混合物。所述低温熔块按重量百分比计的化学成分为66.1％的SiO2、3.5％的Al2O3、

6.15％的B2O3、17.88％的Bi3O2、0.74％的MgO、2.58％的K2O、1.63％的Na2O、1.42％的Li2O。

[0026] 制备方法：

[0027] 1)按原料重量份计将钾钠长石和低温熔块混合均匀，经研磨得混合粉料；

[0028] 2)按原料重量份计往混合粉料中依次加入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材料、羧甲基纤维

素和水，搅拌混合要研磨均匀，得对比例1成品。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其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原料组分：

[0031]

[0032]

[0033] 其中，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材料为MgSi03:Mn,Eu,Dy。所述低温熔块按重量百分比

计的化学成分为：66.1％的SiO2、3.5％的Al2O3、6.15％的B2O3、17.88％的Bi3O2、0.74％的

MgO、2.58％的K2O、1.63％的Na2O、1.42％的Li2O。

[0034] 制备方法：

[0035] 1)按原料重量份计将钾钠长石、二氧化硅凝胶和低温熔块混合均匀，经研磨得混

合粉料；

[0036] 2)按原料重量份计往混合粉料中依次加入锆酸钇纳米粉末、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

材料、三聚磷酸钠和水，搅拌混合研磨均匀，得实施例2成品。

[0037] 实施例3

[0038] 一种具有调湿功能的夜光釉料，其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原料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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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其中，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材料为Sr2MgSi207:Eu,Dy、Ca2MgSi207:Eu,Dy和MgSi03:

Mn,Eu,Dy按质量比为1:1:1的混合物。所述低温熔块按重量百分比计的化学成分为：66.1％

的SiO2、3.5％的Al2O3、6.15％的B2O3、17.88％的Bi3O2、0.74％的MgO、2.58％的K2O、1.63％的

Na2O、1.42％的Li2O。

[0041] 制备方法：

[0042] 1)按原料重量份计将钾钠长石、二氧化硅凝胶和低温熔块混合均匀，经研磨得混

合粉料；

[0043] 2)按原料重量份计往混合粉料中依次加入锆酸钇纳米粉末、硅酸盐基长余辉发光

材料、分散剂和水，搅拌混合研磨均匀，得实施例3成品。

[0044] 实施例4：性能检测

[0045] 将实施例1～3成品和对比例1成品分别等量布施于同样的带有装饰性图案纹理的

陶瓷砖上，经窑炉850℃低温烧成得试样，并分别进行相关性能检测，其检测结果如下表1所

示。

[0046] 表1各试样相关性能检测结果

[0047]

[0048]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凡与本发明类似的工艺及所作的等效变化，

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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