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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发光材料是一类重要的功能材料，它在很多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
无机发光材料及其应用研发是功能材料研究及器件制造领域的重要内容。
    本书融先进无机发光材料及其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应用于一体，既有一定理论性，又密切结合
发光材料与器件的生产实践及进展。
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发光材料与器件研发生产的工程技术
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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