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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影视艺术家常称其作品为“遗憾的艺术”，大概是指失误或缺憾一旦产生便很难弥补。
其实，科学家的结论才经常是“遗憾的”。
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称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结论曾让人相信了1500年之久，但很遗憾这是个错误结
论；伟大的哥白尼冲破思想禁锢，改变了这个结论，称太阳才是宇宙中心，这个被看作近代科学最重
大事件的结论也遗憾地并非完全正确；现在的结论是太阳并非宇宙中心，而且究竟哪里是中心已经变
得不再被一般人关心。
科学和科学家的魅力正是在于一次次地得出结论，又一次次地审视、怀疑、再研究进而获得新的结论
，直至穷极真理。
哥白尼缜密探索的过程，和勇于打破枷锁的精神固然令一代代人感动；其实托勒密等致力建立地心说
的本轮、均轮理论，力求定量揭示自然规律的不懈努力，同样也是科学家的宝贵传统。
 技术科学也是如此，每个重要问题都要经过反复探索才能接近本质或真相。
例如，金属材料大都是多晶体，晶粒间界是极重要的存在。
那么晶界有多厚呢？
人们一直在探索。
19世纪末根据光学显微镜的观察曾猜想晶界约有1000个原子厚；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旅美科学
家葛庭燧用他发明的内耗法证明，晶界只有几个原子厚。
这个结论曾使科学界震惊，后来为多种方法所证实。
不过到了20世纪末，纳米材料兴起。
多晶体随着晶粒尺寸变小，晶界体积分数急剧增大，这时不能再固守对常规材料晶界厚度的认识。
当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人们已认识到晶粒接近纳米尺度时，晶界会明显变厚。
&#61557;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曾经参与研究过的一些与“材料设计”和“材料热力学”相关的问题
。
其中最早的研究已过去20多年，最近的也已有5年多了。
本书是一次对若干感兴趣问题的回顾性思考，不仅是简单的汇总与整理，还包括了若干新的分析与探
究，对所涉及的问题也做了一些扩展。
因此也就产生了若干或有一定意义的新认识和新结论。
 例如，在前几章中重新探讨了材料设计的4个阶段；分析了磁性转变和有序-无序转变的自由能同时起
作用时，对高性能永磁材料设计的影响；对塑性变形储能与亚晶取向之间的联系做了热力学沟通，探
讨了两者间的转变。
中间两章以多元溶解度间隙作为GP区析出的基本判据，重新思考了高强Al-Zn-Cu-Mg合金的成分设计
；提出了Fe-Mn基奥氏体存在高温和低温两种稳定性，进而对奥氏体型低温钢的成分设计提出了新设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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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将“材料设计问题”与“材料热力学”联系起来处理的一种尝试，也是一次对经历过研究
问题的回顾性思考。
但它不是简单的汇总与整理，而是包含了新的分析与探究，对所涉及的问题也做了相应的扩展。
所以产生了若干有重要意义的新认识和新结论。

前几章中探讨了材料设计的4个历史阶段；分析了磁性转变和有序-无序转变的自由能同时起作用时，
对高性能永磁材料设计的影响；对塑性变形储能与亚晶取向之间的联系做了热力学沟通，探讨了两者
间的转变。
中间两章以多元溶解度?隙作为GP区析出的基本判据，重新思考了高强Al-Zn-Cu-Mg合金的成分设计；
还提出了Fe-Mn基奥氏体存在着高温和低温两种稳定性，进而对奥氏体型低温钢的成分设计提出了新
设想。
中间几章主要涉及Ti合金的热力学分析，提出了Ti合金?相稳定化参数的概念，对TiAl合金中添加微量
第三元素时的?/?两相平衡进行了分析，导出了?相稳定化参数，为定量探讨合金化问题准备了条件；明
确提出TiNiNb宽滞后形状记忆合金设计必须离开TiNi-Nb连线，而利用三元(TiNb)-TiNi两相区来拓展
材料设计的新空间。
最后一章研究了合金钢两种表面处理的热力学和动力学问题，通过平衡碳势的概念把CDC、TD处理
与我国实用合金钢的表面硬化联系了起来。

本书可供材料、冶金和机械等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阅读，也可以作为材料类诸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和高年
级本科生的教学用书。

读者对象: 本书可供材料、冶金和机械等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阅读，也可以作为材料类诸相关学科的研
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学用书。

　　一级分类:科技图书
　　二级分类:材料
　　三级分类:材料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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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然，这里所谓的“不依赖实验与经验”只是指材料设计的计算过程，而材料的创造
与发明是绝不能脱离材料学知识大背景的，更不能脱离整个工程产业、科学技术的大背景。
离开这些，材料设计将失去目标与动力，也将无法检验与鉴别。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所以有如下几方面的鲜明特征：由于在20世纪后半期无机非金属
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十分迅速，物质的种类和性质大幅度增加。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材料设计的对象与内容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材料性质的预测、物质种类的预测变成了材料设计的主要内容与目标。
其中又以各种类型的功能材料的性质预测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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