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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印行于2003年。
许多兄弟院校采用它作为教材，反馈回来的信息给我们鼓励，也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
承蒙厚爱，本书修订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方面以及此后的修订工作应该
感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复旦大学教务处和物理系的热情支持。
这次修订全面校正初版中叙述欠妥和表达不明确以及印刷的差错。
此外在固体的光学性质这一章增补一节：11.9 光纤和固体电荷耦合器件的原理，以介绍2009年度诺贝
尔物理奖的相关内容。
这两项内容很重要，成为信息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又被推到公众面前，讲述有关内容的物理
基础，看来必要了。
也为了教材与科技发展前沿有所呼应，而与时俱进。
安排在第十一章是为了版面更改不会太大。
当然，讲课时光纤部分也可放在固体介电性那一章，而电荷耦合器件可作为8.4节MOS电容的应用。
我们衷心感谢使用本书作为教材的广大教师和同学，以及关心本书的同行和爱好者，正是他们的热情
支持和批评，让我们有动力去努力使本书既反映当代固体物理领域丰富多彩的新发展，又能保持作为
教材的基础水平，还得准确叙述相关的基本概念、物理模型、有关的理论和重要的应用原理。
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任重而道远，只能勉力而为。
编者水平有限，难免书中还有错误，诚请教师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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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固体物理学》系复旦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学教材，
并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系统地介绍固体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物理模型和简明的处理方法。
共15章分两部分：一是基础内容，包括固体结构、固体中波的衍射、固体的结合、晶格振动和固体的
热学性质、晶体中的缺陷、金属电子论和周期场中的电子态，有7章；第二部分为专题概述，介绍近
几十年来固体物理学的重要发展，内容有：半导体中的电子过程、固体表面和界面、固体的介电性、
固体的光学性质、固体的磁性、超导电性、非晶固体和准晶体、介观和纳米固体等。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固体物理学》主题鲜明、取材新颖。
对于新的重大发展，如扫描隧穿显微术、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准晶体、非晶磁性物质、巨磁电阻、
超巨磁电阻、固体激光原理、碳60固体、碳纳米管、量子霍尔效应、高温超导体、介观现象、纳米固
体，均有由浅入深、概念清晰、物理图像鲜明的叙述，为进入有关领域的学科和技术研究提供了必要
的物理基础。
本版增加了光纤和电荷耦合器件原理的内容。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固体物理学》基础部分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及相
关专业本科生固体物理课的教材；专题概述部分可作为大学高年级本科学生选修课和研究生课的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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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栋，1933年生，福建省屏南县人。
1988年任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
历任复旦大学半导体物理学教研组和表面物理研究室副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红
外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半导体学科评审组成员，《物理学报》、《物理学
进展》编委。
现任《大学物理》编委。
合作主编《固体物理学》（1981年出版）获1988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合作主编《固体能带理论》（1998年出版）获1999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暨科技进步奖（科学著作）
二等奖。
科研方面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蒋平，1938年生，江苏省如皋市人。
1993年4月任复旦大学教授，1994年任博士生导师。
历任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秘书长，中国高科技中心{世界实验室）协联成员，《中国物理快报》特约
评审。
长期从事固体物理方面的理论研究。
20世纪70年代进行无定型半导体的理论研究、80年代开展半导体表面吸附和金属表面结构的研究，90
年代初进行介观物理的理论研究。
发表论文70余篇。
合作编写出版《群论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固体物理简明教程》、《大学物理简明教程》，合
译出版《表面和薄膜的分析基础》。
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一项。
徐至中，1938年生，浙江省宁波市人。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理论研究班，留校任教，1994年任教授。
从事固体物理及半导体物理的教学以及半导体表面、界面物理的理论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
奖一项。
合作编写过《半导体物理》（1999年出版）和《固体物理简明教程》（2000年出版）。
曾参加《固体能带理论》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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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固体的磁性第十三章 超导电性第十四章 非晶固体和准晶体第十五章 介观和纳米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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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众所周知，气态、液态和固态是普通物质的存在形式；现在习惯将液态和固态统称凝聚态，以
区别气态这一种组成物质的分子等微粒之间相互作用小的存在形态。
本书讨论固态物质的各种物理性质。
固态区别于气态和液态的特点在于，其组成粒子（可以是原子、离子、分子或它们的集团）的空间位
置在没有外力作用时大多不会有宏观尺度的变化，在低温下基本上处在固定的位置。
另一方面，也正是根据组成粒子空间位置的区别，即物质结构上的差别，通常将固态材料划分为三大
类：晶体、准晶体和非晶体。
晶体的结构特点是组成粒子在空间的排列具有周期性，表现为既有长程取向有序又有平移对称性，这
是一种高度长程有序的结构。
准晶体中组成粒子的排列也呈有序结构，只是不具有周期性或平移对称性，而是同时具有长程准周期
平移序与晶体学不允许的长程取向序。
非晶体中组成粒子的排列没有一定的规则，原则上属于无序结构；然而，由于近邻原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使得一两个原子间距范围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征，因而可以看成具有一定的短程序。
本书讨论的范畴基本上针对晶态固体。
因此本书中“固体”一词在狭义上常作为晶体的同义语，涉及准晶体和非晶体时都有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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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固体物理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固体物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