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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

内容概要

《材料物理》共分六章，第1章介绍了材料的物理学基础，包括粒子与波，原子、分子结构光谱，带
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带电粒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第2章是材料的物
理性能，给出了材料的电、磁、热、光学性质；第3章为现代材料的分析测试方法，包括红外、紫外
、荧光、X射线衍射、扫描电子、透射电子以及热分析技术；第4章为光电信息材料，包括光致变色、
电致变色、光电转换、非线性光学、光折变、激光以及光存储材料等；第5章为能源材料，有洁净煤
、核能、风能、生物质能以及储能材料；第6章为生物材料，介绍了生物医用金属、生物医用非金属
、生物医用高分子、生物医用复合材料以及纳米生物医药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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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4.2原理 将具有一定波长的X射线照射到结晶性物质上时，X射线因在结晶内遇到
规则排列的原子或离子而发生散射，散射的X射线在某些方向上相位得到加强，从而显示与结晶结构
相对应的特有的衍射现象。X射线的产生示意见图3—25。衍射X射线满足布拉格（W.L.Bragg）方程：
2dsinθ=nλ （3—7） 式中，λ是X射线的波长；θ是衍射角；d是结晶面间隔；n是整数。波长λ可用
已知的X射线衍射角测定，进而求得面间隔，即结晶内原子或离子的规则排列状态。 将求出的衍射X
射线强度和面间隔与已知的表对照，即可确定试样结晶的物质结构，此即定性分析。从衍射X射线强
度的比较，可进行定量分析。本法的特点在于可以获得元素存在的化合物状态、原子问相互结合的方
式，从而可进行价态分析，可用于对环境固体污染物的物相鉴定，如大气颗粒物中的风沙和土壤成分
、工业排放的金属及其化合物（粉尘）、汽车排气中卤化铅的组成、水体沉积物或悬浮物中金属存在
的状态等。 3.4.3 X射线衍射的基本方法 研究晶体材料，X射线衍射方法非常理想、有效，而对于液体
和非晶态物固体，这种方法也能提供许多基本的重要数据。所以X射线衍射法被认为是研究固体最有
效的工具。在各种衍射实验方法中，基本方法有单晶法、多晶法和双晶法。 3.4.3.1单晶衍射法 单晶X
射线衍射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劳埃法与周转晶体法。 （1）劳埃法劳埃法以光源发出连续X射线照射置于
样品台上静止的单晶体样品，用平板底片记录产生的衍射线。劳埃法的衍射花样由若干劳埃斑组成，
每一个劳埃斑相应于晶面的1～n级反射，各劳埃斑的分布构成一条晶带曲线。 （2）周转晶体法周转
晶体法以单色X射线照射转动的单晶样品，用以样品转动轴为轴线的圆柱形底片记录产生的衍射线，
在底片上形成分立的衍射斑。这样的衍射花样容易准确测定衍射晶体的衍射方向和衍射强度，适用于
未知晶体的结构分析。周转晶体法很容易分析对称性较低的晶体（如正交、单斜、三斜等晶系晶体）
结构，但应用较少。 3.4.3.2多晶衍射法 （1）照相法照相法以光源发出的特征X射线照射多晶样品，并
用底片记录衍射花样。根据样品与底片的相对位置，照相法可以分为德拜法、聚焦法和针孔法，其中
德拜法应用最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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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物理》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用书，也可供从事材料物理相
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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