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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磁致伸缩材料微位移执行器原理与应用》是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
项基金、辽宁省科学技术基金等项目的研究成果总结，是一本介绍超磁致伸缩材料微位移执行器的原
理、设计方法及应用的专著。
《超磁致伸缩材料微位移执行器原理与应用》系统地阐述了超磁致伸缩材料的材料与物理学基础、微
位移执行器结构设计方法、建模理论、非线性控制技术以及超磁致伸缩薄膜的工作原理和静动态特性
等，并介绍了各种超磁致伸缩材料微位移执行器的应用实例。
全书共分8章。
第1章介绍了超磁致伸缩材料与物理学基础；第2章介绍了超磁致伸缩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特性；第3章介
绍了超磁致伸缩微位移执行器设计理论与方法；第4章介绍了超磁致伸缩材料及微位移执行器的建模
理论；第5章介绍了超磁致伸缩微位移执行器控制技术；第6章阐述了超磁致伸缩薄膜的物理与材料学
基础；第7章阐述了超磁致伸缩薄膜材料建模理论；第8章介绍了超磁致伸缩材料的应用研究。
　　《超磁致伸缩材料微位移执行器原理与应用》既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又具有工程技术的实用性，
可供从事超磁致伸缩材料及其执行器研究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
师生参考。
同时，也可供从事其他功能材料及其应用研究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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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超磁致伸缩材料与物理学基础　　1.1　磁致伸缩现象　　铁磁材料和亚铁磁材料由于磁
化状态的改变，其长度和体积都要发生微小的变化，这种现象称为磁致伸缩现象[1]。
磁致伸缩现象是l842年由著名物理学家焦耳（Joule）发现的，故又称为焦耳效应[2]。
磁致伸缩现象有三种表现形式：①沿着外磁场方向尺寸大小的相对变化，称为纵向磁致伸缩；②垂直
于外磁场方向尺寸大小的相对变化，称为横向磁致伸缩；③材料体积大小的相对变化，称为体积磁致
伸缩。
　　1．线磁致伸缩（纵向磁致伸缩和横向磁致伸缩）　　当磁体磁化时，伴有晶格的自发变形，即
沿磁化方向伸长或缩短，称为线磁致伸缩，纵向磁致伸缩和横向磁致伸缩统称为线磁致伸缩。
一般铁磁性物质发生线磁致伸缩时变化的数量级为10-5-10-6。
当磁体发生线磁致伸缩时，体积几乎不变，而只改变磁体的外形。
在磁化未达到饱和状态时，主要是磁体长度变化产生线磁致伸缩。
　　2．体积磁致伸缩　　体积磁致伸缩是指磁体磁化状态改变时体积发生膨胀或者收缩的现象，饱
和磁化以后主要是体积变化产生体积磁致伸缩。
在一般磁体中体积磁致伸缩很小，实际用途也很小，在测量和研究中很少考虑，所以一般磁致伸缩均
指线磁致伸缩。
只有在个别特殊合金（如因瓦合金）中体积磁致伸缩较为明显，引起膨胀、弹性反常变化而被利用。
　　磁致伸缩不但对材料的磁性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效应本身在实际中的应用上也很重要。
利用材料在交变磁场作用下长度的伸长和缩短，可以制成超声波发生器和接收器，以及力、速度、加
速度等的传感器、延迟线、滤波器、稳频器和磁声存储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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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磁致伸缩材料微位移执行器原理与应用》针对超磁致伸缩材料在执行器领域的应用，分别对
超磁致伸缩材料及超磁致伸缩薄膜两方面阐述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书中对超磁致伸缩材料的材料学与物理学基础、磁化过程及执行器建模、超磁致伸缩微位移执行器的
没计理论与方法、微位移执行器控制技术等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同时对超磁致伸缩薄膜材料的制备方
法、薄膜材料的磁一机耦合机理、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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