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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材料科学基础》为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第一章至第四章介绍材料结构，包括晶体结构、晶体缺陷、高分子结构与相图；第五章至第八章介绍
材料过程，包括扩散、转变、相变、形变和断裂；最后的第九章简单介绍了力学性能。
书中包含大量供学生思考的问题，并设置了“致学生”与“致青年教师”两个较为独特的模块，以便
加深认识与理解。
《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材料科学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科
学基础”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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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致学生 这个例题尽管非常简单，但还是有需要说明的地方： （1）对于晶体的密度
，以前都是作为已知量给出的。
现在学习了晶胞概念之后，却能计算了。
之所以能计算，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应用了概念组合，即把晶胞概念与密度的概念组合起来，具体就是
在一个晶胞中计算密度，因为晶胞是整个晶体的代表。
这里要强调的是概念组合，它是非常重要的认识事物与创造事物的方法，如计算机病毒、知识经济、
网络战争，这些都是概念组合的产物。
 （2）对于计算公式，重要的是物理含义的清晰。
如上面的式子中，分子的4／（6×10的23次方）代表一个晶胞中有多少摩尔原子，再乘以63.5，则表示
一个晶胞中有多少克；而分母是一个晶胞的体积。
换言之，上面的书写格式是最为简洁清晰的，而本课程就是要求简洁清晰。
 1.1.2对称性与晶系 对称性的高低通过对称要素的多少来确定。
球体有无穷多个对称面，立方体只有有限个对称面，所以球体的对称性高于立方体。
 根据晶胞所具有的对称性的高低，可以将晶体分为七个大类，称为七大晶系。
 例1.2对比立方体与长方体对称性的高低。
 解立方体有（3+6）个对称面，（3+4）个对称轴；而长方体只有3个对称面，3个对称轴。
所以立方体对称性高于长方体。
 1.1.3阵点与布拉菲点阵 阵点：由晶体中原子抽象而成的、周围环境完全相同的几何点。
周围环境完全相同的要求是针对每一个点的，这是一个限制性很强的要求。
 布拉菲点阵：由于阵点有周围环境完全相同的要求，空间点阵的种类受到限制。
例如，二维点阵的类型只有所示的五种。
布拉菲（A.Bravais）证明：在三维空间中，点阵类型只有14种，称布拉菲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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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科学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科学基础”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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