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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与行星科学中的动力学》

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大学课程，内容涉及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和行星科学等诸学科。许多要点往往是
相关教科书中所缺乏的。 本书主要揭示了如何将热力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处理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
物理学中的大量问题，其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包括了行星科学，热力学宏观和微观性质的关系，粒子效
应，矿物热力学性质的估算以及熵产生的动力学等。本书的许多要点往往是其他相关教科书中所缺乏
的，但对于地球和行星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作为教科书，本书致力于让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在掌握热力
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将它们广泛应用于自然过程和自然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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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巴米卡·甘古利（Jibamitra Ganguly），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和矿
物学会会士。1938年出生于印度，1967年获芝加哥大学地球物理系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研究，1978年起任职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作者在与相平衡、热力学和扩散
动力学相关的地球和行星科学的广泛领域（包括岩石学、物理地球化学和矿物学等）作出了许多贡献
。特别是通过实验和理论的结合研究来揭示多组分自然体系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演化信息，并因此
于2002年被聘为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员。曾主编和合作出版4本专著，并发表近90篇论文（详见
：http://www.geo.arizona.edu/Ganguly）。

程伟基，男，1946年生，1968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化学系，1985年任该校地球和空间科学
系副教授，1986－1988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系工作，1989－2013任职于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地球科学系，直至退休，现定居洛杉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高温高压条件下多组分矿物晶体化
学平衡实验和计算，晶体表面元素扩散作用的实验和理论，以及地球和行星中自然体系物理化学演化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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