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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倪永红教授编著的《辐射技术与材料合成》在编著时以被誉为21世纪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纳米科技的
基础——纳米材料的合成方法为介绍对象，依次介绍了γ射线、紫外光、微波和超声等辐射技术的相
关概念、发生装置及它们与物质作用的基本原理等一些基本知识，并通过具体的实例介绍了各种辐射
技术在材料合成，尤其在纳米材料和纳米复合材料合成中的具体应用。
通过对《辐射技术与材料合成》的阅读，能增加人们对辐射技术原理及其应用的了解，可消除因辐射
一词而引起的恐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辐射技术与材料合成>>

作者简介

倪永红教授，1969年生，2001年12月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2002年1月—2004年1月在南京大学
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4年2月至今，在安徽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省部（教育部）共建功
能性分子固体重点实验室、无机化学校级重点学科和省级精品课程的主要成员，无机化学、材料物理
与化学和材料学等硕士点导师及材料学硕士点负责人。
2005年被评为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2008年入选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现为省教育厅评审专家，享受安徽师范大学关键岗位津贴，2011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无机材料化学、聚合物基无机纳米复合材料、信息功能材料和光子晶体等。
迄今为止，已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70多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6项（授权2项）。
是Chem.Commun、Chem.Mater、Nanoscale、J.Mater.Chem.等国际期刊的特邀审稿人。
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点科技项目各1项，已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安徽省优秀青
年科技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安徽师范大学专项基金项目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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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学化学中，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物质分为纯净物和混合物；也可将物质分为单质和化
合物。
如果按照物质的导电性来分，还可将物质分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三类。
但应指出的是，上述分类并不绝对，一种物质在某种条件下是导体，在另一条件下可能就是半导体，
甚至是绝缘体。
如熔融的NaCl是导体，但NaCl晶体却是绝缘体。
即物质的导电性与外界的条件有关，因此在分类时应指明条件。
一般情况下，在不做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上述分类皆是指常温常压下的体材料。
　　宏观的物质都是由微观的分子、原子或离子组成。
在无机化学理论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分子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正电荷重心和一个负电荷
重心，而依据正负电荷重心是否重合可以将分子分为极性分子（正负电荷重心不重合）或非极性分子
（正负电荷重心重合）。
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非极性分子的正负电荷重心会发生分离而产生诱导偶极，这个过程也称为弹性
位移极化；而极性分子则在外电场中发生取向排列，并使正负电荷重心进一步分离。
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在材料上产生极化电荷，但这种极化电荷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分子内部，故被称为
束缚电荷。
这种由束缚电荷显示电性能的物质称为电介质。
绝缘体材料就属于电介质，但不能简单地把电介质等同于绝缘体材料。
例如金属锗就是相当好的电介质，但它不是绝缘体，而是半导体。
值得注意的是，电介质在外电场中极化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由物质的惯性所决定。
即相对于外界驱动力的变化，电介质极化的建立和消失都有滞后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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