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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科学的研究与应用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材料化学是研究材料制备、组成、结构、性质和应用的科学。
本书仅对当前材料化学发展迅速的领域和研究热点进行阐述。
重点介绍了陶瓷新品种(包括超导材料)、磁性材料、分子电子学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薄膜材料、
金属和合金材料、非线性光学材料和发光材料在传感器领域中的应用，以及材料化学实验技术有关内
容。
其特点是：①选择组织内容的时候，尽量反映前沿领域的新知识、新成果、新应用；②在呈现内容的
时候，关注科学思路以及方法的介绍，注意兼顾科学性和可读性；③综合考虑了材料的制备、结构、
性质和应用的关系。
　　本书适合高等学校化学、化工、环境、生命、材料等相关学科的师生作为选修课教材和参考读物
；也适合于作为化学材料专业研究生的教材；对于目前正使用高中新编化学教材的教师来说，它也是
一本相当有用的教学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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