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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用以制造有用物件的物质称为材料。
“有用”一词决定了材料在现代社会中的工程化特性，也决定了材料学科以工科为主的学科性质。
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材料学科工程性质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材料力学性质以
外的光学、声学、电学、磁学、化学、热学、微电子学、生物学等多方面性质的认识、开发和利用。
材料的非力学性质往往会涉及许多物理和化学方面的本性及其产生的根源，因此材料的物理学与化学
等多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成果的应用也得到了高速发展。
　　根据材料的化学组成，可以把材料划分成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以及这三者之
间互相混合而成的复合材料；根据材料的来源，又可以把材料划分成人工材料和天然材料两大类。
从材料的概念和分类的原则出发，观察我们所生活的城镇、街道、馆所、村庄、房屋，所工作的企业
、办公室、学校、机关，所使用的各种用具、工具、机械、车辆、设备等物质环境，就不难发现我们
完全被材料所包围。
即使是现代信息社会所赖以生存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等也都是在材料技术
取得突破之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而且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始终不能脱离材料技术的不断进步。
从工程角度出发可以认为，全面地掌握材料知识就能够了解人类通过几十、上百个世纪持续劳动的积
累而建立并赖以生存的现代物质世界。
　　人们对以各种材料所构成的物质世界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局部向全面的渐进过
程。
当人们囿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而比较孤立地关注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类可以用材料技术解决的具体
问题时，往往会着重汇集与该类问题直接相关的专业知识，以此来划分材料学科，并开展研究探索和
培养人才。
例如传统的“耐火材料”、“半导体材料”、“化学纤维”、“塑料”、“水泥工艺”、“有色金属
压力加工”、“炼铁”等高等学校学科或专业名称就是典型的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学科划分
模式的实例。
可以看出，材料学科以往的划分方式往往与相关材料的使用企业或生产企业的分工有密切的联系。
在经济发达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学科划分方式对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快速、直接的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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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学原理是了解、生产、使用和改进工程材料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
本书从突破传统材料学科的局限和拓宽专业面的角度出发，全面介绍了材料的晶体结构、钢铁材料、
有色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以及复合材料的相关材料学原理，并简述了微电子材料
和光学材料。
本书以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为基础，重点阐述无机结构材料的相关材料学原理，也对近年来传
统材料高技术化发展的成果作了一定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材料专业本科生或从事冶金、铸造、加工、机械、化工等专业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
作为相关技术人员从事技术改造或技术更新的参考，还可作为相近专业科研工作者、高等学校教师或
在校大学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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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十四种布拉菲点阵　　在空间中由点排列成的无限阵列，其中每一点与其他所有的这种点有
完全相同的环境，这种阵列称为点阵。
晶体被定义为原子的三维长程有序排列，即周期排列；所谓周期就是平移对称。
因此所有晶体都具有平移对称性，借助点的平移所构成的点阵可以表达和描述晶体的平移对称性。
三维空间内单位平移矢量构成的平行六面体即为点阵的单胞。
若单胞只含有一个阵点则称为初基单胞。
　　七种晶系是从点对称性的角度出发对所有晶体作粗略划分。
若从晶体的平移对称性出发，则所有晶体可能具有14种不同的点阵，或称为十四种布拉菲点阵。
　　若点阵的初基单胞既可反映出该点阵的平移对称性，又可反映出相应晶系所对应的点对称性对初
基单胞的限制，则这种点阵称为初基点阵。
参照上面介绍的各晶系单胞边角关系，可以得出七种布拉菲点阵，每种晶系对应一个布拉菲点阵。
应注意的是，三方晶系取六角坐标系时与六方晶系的平移对称性相同，因此它们对应的点阵是等价的
。
这些点阵用P作为标记，而三方菱形晶系则用R作为标记。
P也代表它们的初基单胞或称P单胞。
另外还有其他七种布拉菲点阵。
这七种布拉菲点阵是在初基点阵内加入一些新的阵点而得到的。
但阵点不能随意加入，加入新阵点后首先要看新的排列是否还是点阵，即这一点阵是否可以形成无限
阵列并且所有阵点都有完全相同的环境，然后得到的点阵还应是新的点阵。
这时单胞由初基单胞变成了多个阵点的复式单胞。
　　在讨论布拉菲点阵时，使用这种复式单胞很方便，所以常被人们采纳，称为惯用单胞。
这时凡属于同一晶系的空间点阵都是选用相同的参考轴。
所以全部惯用的复式单胞都可以表现出与相应的初基点阵单胞相同的点对称性和相应的平移对称性。
另外，这些通过在初基点阵中加入新阵点而形成的新点阵中，仍可找出“只有一个阵点的”初基单胞
，并且可以通过点阵矢量平移将整个空间点阵再现出来。
但是这种单胞本身不能以简洁清晰的方式反映出此种晶系主要的点对称性。
在研究晶体结构时采用能反映点阵点对称性的惯用单胞可以使人们很容易想象出晶体的结构及其特征
，所以需要选用复式单胞。
表1-3给出了上述14种布拉菲点阵。
14种布拉菲点阵惯用单胞的国际符号用P、I、F、c、R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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