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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纳米材料的结构表征方法，主要包括纳米粒子的XRD表征、纳米粒子透射电子显微镜
及光谱分析、纳米粒子的扫描透射电子显微术、纳米团簇的扫描探针显微术、纳米材料光谱学和自组
装纳米结构材料的核磁共振表征。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纳米材料的电学、磁学、光学、电化学等性质。
　　本书是纳米材料表征方面的一部系统、完整的科技参考书，可供从事纳米材料研究、检测等的科
研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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