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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子衍射技术及其应用”是基于材料中物质对入射中子的吸收、散射和衍射等现象，对物质（材料
）晶体结构和磁结构研究的学科分支。
全书分为13章。
包括晶体结构和磁结构基础，中子射线及其与物质的交互作用，中子衍射的运动学理论，中子衍射散
射实验方法，晶体结构的测定，自旋结构和磁结构的测定，物相衍射分析，材料残余应力衍射测定，
材料织构的衍射测定，中子小角衍射散射的应用，新型材料的衍射散射分析，物质动态结构的非弹性
散射研究以及中子衍射散射的工业应用。

中子衍射技术及其应用可供固体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与化工、生物学与生物工程和医药与药
物工程等专业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教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阅读，也可供从事衍射分析的专业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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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同步辐射X射线应用技术基础》、《纳米材料的X射线分析》、《材料的射线衍射和散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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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必须指出的是，多相材料中的相间应力，从其作用与平衡范围上讲，应属于第Ⅱ类
应力的范畴。
然而不同物相的衍射谱线互不重合，不但造成图8.4所示的宽化效应，而且可能导致各物相的衍射谱线
位移。
因此，其射线衍射效应与宏观应力相类似，故又称为伪宏观应力，可以利用宏观应力测量方法来评定
这类伪宏观应力。
 8 .1.3 第Ⅲ类内应力 材料中第Ⅲ类内应力也是一种微观应力，其作用与平衡范围为晶胞尺寸数量级，
是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应力，例如，晶体缺陷——空位、间隙原子或位错等周围的应力场等。
根据衍射强度理论，当射线照射到理想晶体材料上时，被周期性排列的原子所散射，各散射波的干涉
作用，使得空间某方向上的散射波互相叠加，从而观测到很强的衍射线，在第Ⅲ类内应力作用下，由
于部分原子偏离其初始平衡位置，破坏了晶体中原子的周期性排列，造成了各原子射线散射波周相差
的改变，散射波叠加，即衍射强度要比理想点阵的小，这类内应力越大，则各原子偏离其平衡位置的
距离越大，材料的射线衍射强度越低。
由于该问题比较复杂，目前尚没有一种成熟方法来准确测量材料中的第Ⅲ类内应力。
 三类应力对材料的点阵影响不同，使得衍射线条分别有线条位移、线形宽化和衍射强度降低的三种效
应。
因此，可利用衍射方法测定各种应力。
其中X射线衍射法应用最广，有专门的应力测定仪对大型工件进行现场测定，中子衍射也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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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子衍射技术及其应用》的特色是专业读物和高级科普相结合。
所谓专业读物是指《中子衍射技术及其应用》可供从事（中子和X射线）衍射实验工作的专业人员工
作中参考；所谓高级科普是指《中子衍射技术及其应用》可供欲在科学和工程技术中使用中子衍射散
射技术的研究人员阅读。
《中子衍射技术及其应用》可供固体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与化工、生物学与生物工程和医药
与药物工程等专业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教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阅读，也可供从事衍射分析的专
业人员参考。
业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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