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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物理是介于物理学与材料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旨在利用物理学中的一些学科的成果来
阐明材料中的种种规律和转变过程。
《材料物理》试图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明物质的微观结构、组织形貌、原子电子运动状况以及它们与
材料性能和成分之间的关系, 即突出了物理学的主干,从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定律
出发, 并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 阐述材料本身的结构、性质和它们在各种外界条件下发生的变化及其变
化规律。
《材料物理》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实用性强。
全书共分12章，主要介绍金属结构理论；缺陷物理；材料强化；导电物理基础；材料的介电行为；铁
电物理；磁性物理；材料的相变；非晶态物理；高分子物理；低维材料结构。
?　　《材料物理》是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物理、材料科学、材料化学、冶金工程、化
工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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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梅，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六年学制）。
长期从事材料科学、材料物理、硅酸盐材料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教学上长期讲授“固体物理”、“统计热力学”、“电磁场理论基础”、“材料物理”、“薄膜技术
与功能薄膜材料”、“流变学”“材料科学基础”、“固体材料结构基础”、“金属学与热处理原理
”、“陶瓷材料物理性能”、“特种陶瓷”、“硅酸盐工艺学”等多门课程。
主持或参加过多项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从事“非晶态快离子导体”、“玻璃结构”、“材料强度与
断裂力学”、“功能陶瓷”、“离子注入陶瓷表面改性”、“陶瓷薄膜”、“功能梯度材料”等领域
的基础性研究。
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10多篇被SCI、EI、ISTP收录。
　　万发荣，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
1982年2月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材料系金属物理专业，获学士学位。
1988年3月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大学工学部金属物理讲座，获工学博士学位。
1988年4月起在北京科技大学任教至今。
曾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世界实验室）凝聚态与辐射物理分中心中心成员（1988～1989），日本
北海道大学特别研究员（1993～1994），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1997），英国利物浦大学高级访问
学者（1998），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密西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2）。
负责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863高技术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等项目。
多年来主讲“材料物理基础”、“微束分析”、“能源材料”等课程。
出版专著《金属材料的辐照损伤》（科学出版社，1993）。
发表论文40余篇。
以“能源材料”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核反应堆材料”、“稀土长余辉发光材料”、“纳米二氧化
钛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低温形状记忆合金”、“搅拌摩擦焊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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