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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微观结构的电子显微学分析》

内容概要

《材料微观结构的电子显微学分析》共分12章。第1－4章是电子显微镜图像分析的原理和基础知识，
包括晶体学基础、倒易点阵、衍射衬度运动学理论及衍射衬度动力学理论。第5章论述了金属与合金
的强化机理与材料的微观结构，简要介绍了材料科学提出的需要借助电子显微镜技术进行分析研究的
微观结构问题。第6－9章介绍了近 年来应用较多的电子显微分析新技术和方法，包括电子能量损失谱
、高分辨电子显微术、会聚束电子衍射、电子背散射衍射与取向成像显微术。第10、11两章叙述了材
料结构分析中晶体缺陷的衬度分析。第12章较全面地综述了材料科学中的界面(表面、晶界和相界)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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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晶体学基础2  倒易点阵3  衍射衬度运动学理论4  衍射衬度动力学理论5  金属与合金的强化与微观结
构6  电子能量损失谱7  高分辨电子显微学8  会聚束电子衍射9  电子背散射衍射及其应用10  晶体中的缺
陷11  实际晶体中缺陷的电子衍衬分析12  材料的界面及其分析方法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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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晶体学基础　　1．1　引言　　人类认识物质是从认识矿物开始的。远古人类接触自然界，就
接触了自然界的多种多样的物质，其中就包括各种自然形态的矿物。大多数矿物具有棱角分明和表面
光滑的外形，这其实是它们内部原子做规则排列在宏观外形上的表现。后来人们将这种物质称为晶体
，以区别于另一类内部质点做无序排列的非晶体。以后人类从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中，获得了
一个感性的认识——任何一种物质的宏观性能都决定于其内部的微观结构。人们物质的宏观性能包括
力学性能、光学性能和其他广泛的物理性能，而这些性能决定于物质的微观结构。物质被人类所利用
的是它们的性能，由此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关于物质的微观结构上。经过人们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实践
，导致了后来晶体学的诞生。进一步，人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即晶体材料具有内部基本质点做
周期规则排列的特点，这个特点可以在其外部形貌上表现出来，也可以不表现出来。例如，用钢铁等
金属材料制成的机械零件，不同的工艺设计和加工可以使零件具有不同的外观，但零件的内部结构却
总是具有其一定的晶体学特征。从合理利用材料性能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了解材料的内部结构即其
晶体学特征。长期的生产和科研实践告诉我们，晶体物质的晶体结构虽然千差万别，但从晶体形成的
能量最有利的条件考虑，自然界物质的晶体结构类型还是有限的。电子显微学研究材料的微观结构，
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利用电子衍射及其相关技术，测定研究对象的晶体结构，这就涉及晶体结构类型及
其对称性的表示方法。本章扼要介绍与此有关的几个基本概念：布拉菲胞、点群和空间群。　　1．2
　点阵与阵点　　广义地讲，晶体是三维的周期结构，由等同阵点沿一维的一定方向做等周期平移排
列，如此形成一维周期结构；再沿所在平面的另一维一定方向做周期平移，这样便得到二维周期平面
；此二维周期平面沿相交于其上方或下方的三维方向再做周期平移，便构成了三维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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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错，发货太慢了
2、材料领域分析测试方面知识的介绍非常详细，很受用
3、内容貌似很全，但是都不太深入。
4、内容很多，关于材料的强化等内容也包括了，可是却没有针对添加的内容写出电镜的东西。比如
说固溶强化，如果有这方面的TEM照片看到就好了。实际上只是介绍了固溶强化的概念。所以针对性
和联系性不强。算是一本还不错的电镜介绍书籍。就像有人评价，内容很多，反而降低了质量了。
5、理论东西很多，很系统
6、很好~~很强大~~~很好~~很强大~~~很好~~很强大~~~很好~~很强大~~~很好~~很强大~~~
7、经典的教学书！
8、前半部分很多其他书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后半部分个人感觉很实用。
9、既贴近专业，又把新技术、新观点渗透到本学科，对本人非常有益
10、书挺好的，邮递也挺快的。不错
11、看了一部分，还可以，有助于系统的分析材料微观结构
12、书的质量可以，确认是正版的。内容还没有来得及细看。
13、感觉不错，好好学习一下
14、关于电子显微镜的使用过去一直是盲区，本书关于界面的写的过于教条和呆板，专业书籍不是把
几个最新的文章介绍一下就是专业，这是专业书籍最讨厌的东西。里面竟然有检测的实例讲解！！！
太好了，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专业书籍，有实例可以教学而不是假大空的。衬度是存在差异而引起的。
衍射衬度：由样品内不同区域的晶体学特征存在差异而引起的。也可以认为是由于晶体薄膜的不同部
位满足布拉格衍射条件的程度有差异而引起的衬度。相位衬度：由于样品调制后的电子波存在相位差
异而引起的。Z衬度：与样品微区的平均原子序数有关。成像衬度是光学显微镜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所谓衬度，即是像面上相邻部分间的黑白对比度或颜色差，人眼对于0.02 mm以下的亮度差别是很难
判定的，对颜色差别则稍微敏感一些
15、位错的衍射学TEM分析。 倒易空间该读一下余永宁的，EBSD杨平的。
16、思路很清晰 通俗易懂
17、收到的书都被水泡了，不知道快递怎么弄的。
18、本书整体看来不错，前半部分很专业的介绍电镜知识，后面则针对具体的对象，结合漂亮的电镜
照片展开分析，如位错孪晶分析等，挺好！如果能有更多的图象分析实例则会更好，这可能是本书的
不足之处，或许有点吹毛求疵了，呵呵
19、很好的书，材料专业适用。
20、总体来说，是一本好书，但是由于插入了一些材料科学基础知识，有点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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