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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电化学(导读版)》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与材料科学紧密相关的电化学基本原理
，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若干重要的材料电化学研究方向和热点。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材料科学的发展与突破可促进时代的变迁，现代电化学与材料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西瓜年成了
诸多前沿的研究热点，也构成新的学科增站点-材料电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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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众所周知，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材料科学的发展与突破可促进时代的变迁，
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与国际间的相关研究趋
势同步，近年来我国材料电化学研究空前活跃，材料电化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并取得若干备受世界瞩目的原始创新性成果。但国内材料电化学总体研究水平尚待进一步提高，材料
电化学制备过程的基础研究还比较缺乏。本书是由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资
深教授Waldfried Plieth博士编著。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与材料科学紧密相关的
电化学基本原理；第一部分详细描沭了若干重要的材料电化学研究方向和热点。本书的出版和引进为
研究生及相关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本很好的材料电化学导论，不仅适合于电化学和材料科学研究人员
阅读，也可供化学、物理、材料学、工程等领域的研究生及相关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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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通过朋友的推荐，选择了当当网购书，11号下单，12号发货，13号早上就收到了，比想象中的快多
了
2、要是能引进全版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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