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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
为了反映五十年来办学理念和特色，集中展示学校教材建设的成果，学校决定组织编写出版代表学校
教学水平的精品教材系列。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组织选题281种，经过多轮、严格的评审，最后确定50种入选精品教材系列。
1958年学校成立之时，教员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
作为各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们到学校后保持了教学的同时又作研究的传统。
同时，根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原则，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杰出科学家也参
与学校的教学，为本科生授课，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中。
五十年来，外界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没
有变。
正因为坚持了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并形成了优良的传
统，才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人才。
学校非常重视基础课教学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传统，也是她特别成功的原因之一。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技成果日新月异，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很难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作
出重大贡献。
建校之初，华罗庚、吴有训、严济慈等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就身体力行，亲自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
。
他们以渊博的学识、精湛的讲课艺术、高尚的师德，带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年轻教员，培养了一届又
一届优秀学生。
这次入选校庆精品教材的绝大部分是本科生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的教材，其作者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到
过这些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的教诲和影响，因此在教材中也贯穿着这些先辈的教育教学理念与科学
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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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几何结晶学，X光结晶学和结晶化学三部分。
几何结晶学用对称性几何理论讨论了32点群和230种空间群。
X光结晶学包括x射线衍射理论、X光粉末衍射法及其在无机化学中的应用，并结合电子显微镜技术研
究了纳米材料的形状和物相。
结晶化学部分对于无方向性的金属键、离子键、范德瓦尔斯键构成的晶体结构可用球的密堆积模型来
描述；而对于复合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则用配位多面体构型来描述，如钙钛矿八面体配位的超导氧化物
，八面体和四面体复合配位的尖晶石磁性氧化物，硅氧四面体为骨架的分子筛；对于多种化学键的如
储氢化合物和插层化合物的晶体结构也从结晶化学角度加以描述。
　　本书适合作高等学校化学、材料学科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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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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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结晶化学导论》适合作高等学校化学、材料学科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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