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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低维材料是指材料至少在一个方向因尺度效应使其性质发生变化的一类材料，如二维材料微／纳
米薄膜、一维材料纳米管／线、零维材料纳米颗粒以及相关复合材料。
尺度效应以及特殊制备方法形成的特殊结构，使低维材料具备许多不同于相应体材料的特异物理行为
和物理性质，而这些决定着低维材料的应用。
同样，低维材料的热物理行为和热物理性质相对于体材料表现出特异性。
考虑到低维材料热物理研究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新的研究前沿，而用以分析和研究低维材料热物
理的理论方法、实验技术乃至研究对象，对于大多数熟悉传统材料或热物理的研究人员和青年学生来
说相对陌生，而目前国内外又没有全面介绍这方面内容的著作，为适应该领域的迅速发展需要，编著
者根据自身多年来在国内外工作中对低维材料热物理研究的心得，结合数十种国际著名刊物、会议论
文集及书籍进行了总结，希望提供一本能满足上述需求和相对系统的著作。
本书将突出介绍低维材料热物理性质特有的基本理论和实验研究方法。
全书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简要介绍三维材料的热物理性质一般规律和常用测试技术，帮助读者对材
料热物理研究快速入门；第二章介绍低维材料内的热输运过程，这是决定低维材料热物理性质的基本
理论；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介绍二维材料、一维材料和零维材料的热传导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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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突出介绍低维材料热物理性质特有的基本理论和实验研究方法。
全书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简要介绍三维材料的热物理性质一般规律和常用测试技术，帮助读者对材
料热物理研究快速入门；第二章介绍低维材料内的热输运过程，这是决定低维材料热物理性质的基本
理论；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介绍二维材料、一维材料和零维材料的热传导性质；第六章介绍低维材料
的比热容；第七章介绍低维材料的热膨胀性质；第八章介绍低维材料的热发射性质；第九章介绍低维
材料的热电性质；第十章介绍低维材料热物性的理论分析方法。
该书是我国第一本专题介绍低维材料热物理性质的著作，而同类书籍往往着墨于微/纳米尺度传热、纳
米结构输运等等，相比而言，本书可读性更强，更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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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热辐射本质的理论，最早提出的“微粒说”，不能解释“绕射”现象和光谱中的光色问题，
随后麦克斯威尔根据电磁场结构理论提出了“电磁波动说”，但也不能解释辐射的所有现象。
于是，根据20世纪初普朗克创建的“量子说”，在“能”的观点上修改了过去的“微粒说”，认为单
色光是由一群能量子即光子组成的，从而对“光电效应”、光谱中辐射能量的分布作出了解释。
但是，至今只用一种理论还不能解释辐射的所有现象。
辐射既具有波动特性，又具有量子特性。
目前，除了“光电现象”以及光谱中辐射能分布等辐射现象外，对于其他许多辐射现象，一般都仍用
波动说理论来解释。
　　物质的热发射率e是表征物质辐射能力强弱的一个参数。
它被定义为物质在一定温度下所辐射的热能与黑体在同温度下所辐射的能量之比值。
e值除了与物质结构、组分等有关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物体的表面状态。
因此，严格地说，材料的热发射率不同于导热系数等参数，它不是表征物质属性的一个物理量。
但如果物体的表面是高度抛光的洁净光学表面，则它的热发射率才是一个物理量。
　　材料的热发射率e随不同波长和发射方向而变化，并分别称为半球向发射率eH、法向发射率eN、
定向发射率eθ，全（波长）发射率、单色（光谱）发射率eλ等，材料的热发射性质，除热发射率外
，还应包括吸收率口、反射率等，并且亦随不同波长和方向而变化，因此亦有α、β等派生的参数。
在研究材料的热发射性质及其测试方法时常用的热辐射基本定律主要有普朗克定律，斯蒂芬一玻尔兹
曼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和朗伯定律。
　　1．6．2固体热发射率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材料的热发射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表面状
态，包括表面粗糙度、氧化程度、污染和损伤情况等，其对材料热发射率的影响程度，不仅取决于材
料的类型，而且还和材料所处的温度有关。
一般而言，表面状态对金属材料热发射率的影响比较大，在不同温度下几乎都是如此。
室温下表面状态对非金属材料的热发射率的影响不明显。
非金属物质表面即使颜色和粗糙度发生变化，在常温下的热发射率一般都大于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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