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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物理性能》是经2006-2010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批通过的全国本科
生教育教材。
由北京科技大学、中南大学、郑州大学合作编写。
《材料物理性能》属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的专业基础教材，该课程是材料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
。
《材料物理性能》参编单位和编写人员在本科生培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本书是根据编写人员
多年来的教学经验编写。
《材料物理性能》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材料的热学、电学、磁学、介电、光学等方面的性能。
本书在编写上注重简单明了地阐述材料物理性能的基本概念，尽量避免复杂的数学推导，为了使概念
清晰，使用了大量插图。
考虑到教育部拓宽本科生知识面的要求，在本书中增加了属于无机材料性能的介电性能和光学性能部
分。
另外，还增加了材料的记忆性能，因为记忆合金作为金属功能材料，目前已经广泛应用。
在书中也简单介绍了物理性能的测试方法，如果有条件可以安排这些性能测试的实验，有利于加强学
习效果。
本书中每章有一定习题，其中的部分计算题给出了答案，学生可以自己验证学习效果。
对于以物理性能改善为基础的新功能材料，考虑到材料发展日新月异，本书没有过多介绍，在教学中
可以根据当前新材料发展。
将新材料作为应用举例在相应的物理性能教学中给出。
目前，多数学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本科专业开设了诸如“固体物理基础”之类的必修基础课程，
或者将有关固体材料中电子理论的知识纳入了先期的必修课程之中，因此在本书中将固体物理基础作
为基础知识来处理，没有在书的正式内容中详细介绍。
但是考虑到还有些学校没有相关内容的课程安排，为了解决该问题，我们将各有关固体材料中电子态
的基础知识，作为附录列于书末。
本书的第1章由郑州大学李庆奎教授编写，第2章由北京科技大学强文江教授编写，第3章由北京科技大
学龙毅教授编写，第4章由中南大学宋练鹏教授编写，第5章由北京科技大学常永勤副教授编写，第6章
由中南大学李周教授编写。
全书由龙毅主持编写，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田莳老师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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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
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全书系统地介绍了材料的热学、电学、磁学、介电、光学等方面的性能，阐述了各种性能的重要原
理和微观机制，材料的成分、组织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并且简述了相关的测试方法。
    本书的特点是简单明了地阐述了材料物理性能相关的基本概念，尽量避免复杂的数学推导。
为了使概念清晰，使用了大量插图。
另外，简单地介绍了目前广泛应用的记忆合金的基础知识——材料的记忆性能。
本书中每章有一定习题，其中的计算题给出了答案，学生可以自己验证学习效果。
本书最后以附录的形式给出了材料的物理性能所需要的相关电子理论基础知识。
    本书可供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或低年级硕士研究生选作教材或者参考书，也可以作为材料
科学领域的大专院校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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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各种材料及其制品都是在一定温度环境下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将对不同的温度做出反应，表
现出不同的热物理性能，这些热物理性能称为材料的热学性能。
如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材料将产生膨胀或收缩，同时吸收或放出热量；同一物体的不同区域温度不等
时，将发生热传导现象，等等。
材料的热学性能主要有热容、热膨胀、热传导、热稳定性等。
工程上许多特殊场合对材料的热学性能都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
如微波谐振腔、精密天平、标准尺和标准电容等使用的材料要求低的热膨胀系数；电真空材料要求具
有一定的热膨胀系数，热敏元件要求尽可能高的热膨胀系数。
工业炉衬、建筑材料及航天飞行器重返大气层的隔热材料要求具有优良的绝热性能；燃气轮机叶片和
晶体管散热器等材料却要求具有优良的导热性能；设计热交换器时，为了计算换热效率必须准确了解
所用材料的导热系数。
在某些领域材料的热学性能往往成为技术关键。
另外，。
材料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时将伴随一定的热效应，因此，热学性能分析法已成为材料科学研究中的主
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确定临界点并判断材料的相变特征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章主要学习热学性能的物理概念、物理本质、影响因素、测量方法和工程意义，为选材、用材、改
善材料性能、探索新材料和新工艺等打下物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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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物理性能》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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