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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玉等的《材料分析方法(第3版)》主要包括材料X射线衍射分析和材料电子显微分析两大部分。
书中介绍了用X射线衍射和电子显微技术分析材料微观组织结构的原理、设备及试验方法。
其内容包括：X射线物理学基础、X射线衍射方向与强度、多晶体分析方法、物相分析及点阵参数精确
测定、宏观残余应力的测定、多晶体织构的测定、电子光学基础、透射电子显微镜、电子衍射、晶体
薄膜衍衬成像分析、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术、扫描电子显微镜、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技术、电子探针
显微分析、其他显微结构分析方法及实验指导。
书中的实例分析注重引入了材料微观组织结构分析方面的新成果。

《材料分析方法(第3版)》可以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
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等其他专业师生和从事材料研究及分析检测方面工作的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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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项，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发表SCI、EI收录主要学术论文3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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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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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八、红外光谱分析应用红外光谱法主要研究在振动中伴随有偶极矩变化的化合物（没
有偶极矩变化的振动在拉曼光谱中出现）。
因此，除了单原子和同核分子如Ne、He、O2、H2等之外，几乎所有的有机化合物在红外光谱区均有
吸收。
红外吸收带的波数位置、波峰的数目以及吸收谱带的强度反映了分子结构上的特点，红外光谱分析可
用于研究分子的结构和化学键，也可以作为表征和鉴别化学物种的方法。
红外光谱具有高度特征性，可以采用与标准化合物的红外光谱对比的方法来作分析鉴定。
利用化学键的特征波数来鉴别化合物的类型，并可用于定量测定。
因此，红外光谱法与其他许多分析方法一样，能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红外光谱是物质定性的重要方法之一。
它的解析能够提供许多关于官能团的信息，可以帮助确定部分乃至全部分子类型及结构。
其定性分析有特征性高，分析时间短，需要的试样量少，不破坏试样，测定方便等优点。
传统的利用红外光谱法鉴定物质通常采用比较法，即与标准物质对照和查阅标准谱图的方法，但是该
方法对于样品的要求较高，并且依赖于谱图库的大小。
如果在谱图库中无法检索到一致的谱图，则可以用人工解谱的方法进行分析，这就需要有大量的红外
知识及经验积累。
大多数化合物的红外谱图是复杂的，即便是有经验的专家，也不能保证从一张孤立的红外谱图上得到
全部分子结构信息，如果需要确定分子结构信息，就要借助其他的分析测试手段，如核磁、质谱、紫
外光谱等。
尽管如此，红外谱图仍是提供官能团信息最方便快捷的方法。
红外光谱定量分析法的依据是朗伯-比尔定律。
红外光谱定量分析法与其他定量分析方法相比，存在一些缺点，因此只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
它要求所选择的定量分析峰应有足够的强度，即摩尔吸光系数大的峰，且不与其他峰相重叠。
红外光谱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直接计算法、工作曲线法、吸收度比法和内标法等，常用于异构体的
分析。
由于分子中邻近基团的相互作用，使同一基团在不同分子中的特征波数有一定变化范围。
红外光谱分析特征性强，气体、液体、固体样品都可测定，并具有用量少，分析速度快，不破坏样品
的特点。
此外，在高聚物的构型、构象、力学性质的研究，以及物理、天文、气象、遥感、生物、医学等领域
，也广泛应用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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