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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国内的物理学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来讲，研读国外优秀的物理学著作是系统掌握物理学知识的一个
重要手段。
但是，在国内并不能及时、方便地买到国外的图书，且国外图书不菲的价格往往令国内的读者却步，
因此，把国外的优秀物理原著引进到国内，让国内的读者能够方便地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是一项意义深
远的工作，将有助于国内物理学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掌握国际物理学的前沿知识，进而推动我国物理学
科研和教学的发展。
为了满足国内读者对国外优秀物理学著作的需求，科学出版社启动了引进国外优秀著作的工作，出版
社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国内物理学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很快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开展了选题的推荐和
筛选工作，在出版社初选的书单基础上确定了第一批引进的项目，这些图书几乎涉及了近代物理学的
所有领域，既有阐述学科基本理论的经典名著，也有反映某一学科专题前沿的专著。
在选择图书时，专家委员会遵循了以下原则：基础理论方面的图书强调“经典”，选择了那些经得起
时间检验、对物理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现在还不“过时”的著作(如：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
》)。
反映物理学某一领域进展的著作强调“前沿”和“热点”，根据国内物理学研究发展的实际情况，选
择了能够体现相关学科最新进展，对有关方向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图书。
这些图书都是最新版的，多数图书都是2000年以后出版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2006年出版的新书。
因此，这套丛书具有权威性、前瞻性和应用性强的特点。
由于国外出版社的要求，科学出版社对部分图书进行了少量的翻译和注释(主要是目录标题和练习题)
，但这并不会影响图书“原汁原味”的感觉，可能还会方便国内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国内物理学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的工作和学习提
供参考，也希望国内更多专家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推荐更多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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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版于1974年出版后，即被公认为液晶物理领域的经典著作。
第一版的成功以及第一版出版后液晶物理学研究取得的霞要进展使得本书第二版的出版变得十分必要
。
    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新发现的液晶相以及在局域序和各向同性相／丝状液晶相转变本质等研
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第二版新增加的章节阐述了液晶的主要类塑及其性质，对层状液晶及柱状相液
晶的对称性、宏观性质和动力学性质以及它们的缺陷均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用大量实验事例加以说
明。
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层状液晶中的相变，包括有名的层状A相液晶与超导体的相似性。
全书从始到终强调对各类问题的数量级分析处理。
《液晶物理学》取材的新颖和涵盖内容的广泛，使得它无论对初学者和研究工作者都是一本不可替代
的指导性著作。
    本的两位作者，P.G.de Gennes是1991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法国巴黎市物理与应用化学高等学校的校长，J.Prost为该校理论物理化学组负责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液晶物理学>>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德纳然(Gennes.P.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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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外物理名著系列18:液晶物理学(注释版)(第2版)》的两位作者，P.G.de Gennes是1991年诺贝尔物理
。
学奖获得者，法国巴黎市物理与应用化学高等学校的校长，J.Prost为该校理论物理化学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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