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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光材料在现代生产、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稀土发光材料已成为发光材料的主流，并在众多领域处于主导地位，显示出稀土发光材料无可比拟的
优势。
本书是针对当前稀土发光材料的发展趋势，结合作者数十年来在此领域研究的积累，归纳总结而成的
。
本书在阐述稀土与发光材料知识的基础上，较系统而全面地介绍用于气体放电灯、长余辉、白光LED
、真空紫外、阴极射线、X射线、闪烁体、电致发光、多光子、低维等各种稀士发光材料的基础与应
用，以及稀土发光材料的制备。
全书共分十四章，并设附录。

 本书可供科研、企业和生产单位的有关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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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广言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生于1940年。
196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从事稀土研究至今。
主要致力于研究稀土分离提取、无机液体激光器、激光晶体、发光材料和纳米材料等。
曾应邀访问日本、法国、韩国和美国等从事合作研究。
担任《人工晶体学报》《稀土》等编委，《功能材料》通讯编委。

发表论文370余篇，获发明专利十余项，获国家、省部级奖励十余项。
撰写专著《无机固体化学》，与倪嘉缵院士共同主编《稀土新材料及新流程进展》《中国科学院稀土
研究五十年》，参与编写《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21世纪的无机化学》和《稀土在高分子工业中的
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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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光辐射的特征一般可用5个宏观光学参量来描述，即亮度、光谱、相干性、偏振度和
辐射时间。
亮度的高低并不能区分各种类型的非平衡辐射；光谱的改变及非相干性不仅在发光现象中存在，在联
合散射和康普顿－吴有训效应中也有，而且作为在特定条件下的发光，如激光和超辐射，均具有相干
性；偏振度在发光现象中并没有普遍性的特点。
因此，不能仅用光谱、相干性和偏振度来作为发光的判据。
1933年瓦维洛夫提出“如果超出物体热辐射的部分具有显著超过光振动周期的一定时间的辐射时间，
这部分辐射称为发光”。
辐射时间是指去掉激发后辐射还可延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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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稀土发光材料:基础与应用》为21世纪科学版化学专著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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