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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段晓峰等编著的《电子显微镜中的电子能量损失谱学》是目前国际上最主要的一本从基本原理、仪器
、应用等方面对电子能量损失谱进行全面综述的专著。
作者Ravmond
F.Egerton教授是电子显微学杂志Micron的主编，在国际显微学界享有盛誉。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电子能量损失谱学，包括快电子与固体的相互作用、电子能量损失
谱实验技术的进展，以及和其他分析技术的比较；第二章介绍了电子能量损失谱的仪器设备的原理和
能量分析与能量选择系统；第三章系统地介绍了电子散射理论，重点讨论了非弹性散射的模型和理论
、外壳层和内壳层电子激发的原子理论；第四章为能量损失谱的定量分析的原理和方法；第五章通过
大量的例子介绍了能量损失谱的应用。
附录推广了相对论下的Bethe理论，以给出有关参数化小角度内壳层散射截面的公式，并提供了很多分
析所需的计算程序源代码和重要的物理参数，以方便读者使用。

《电子显微镜中的电子能量损失谱学》可作为从事电子显微学分析和研究的科研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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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重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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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泊松定律
3.4.2 非弹性复散射的角分布
3.4.3 弹性散射的影响
3.4..4 多重散射
3.4.5 相干的双重等离子体激发
3.5 内壳层损失边的背底
3.5.1 价电子散射
3.5.2 芯损失边的拖尾
3.5.3 轫致辐射能量损失
3.5.4 复散射
3.6 内壳层激发的原子理论
3.6.1 广义振子强度
3.6.2 散射运动学
3.6.3 电离散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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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去除低能损失区的复散射
4.1.1 Fourie-log解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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