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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自2004年出版以来，被许多兄弟院校用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
育精品教材”。
我们在感谢广大读者支持与鼓励的同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成为促使我们把书做得更好的强
大动力。
材料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有关材料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每一年都在迅猛地发展，为使这些新
的发展、认识和概念能在教材中及时反映出来，保持精品教材的质量，我们根据教学过程中积累的经
验和体会，以及兄弟院校的师生在教材使用中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对本书进行了全面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宗旨，一是要保持和加强原书优点，即以结晶化学基础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结
合理论、原理和概念，在描述典型结构的同时对各种材料进行系统的介绍；二是要与时俱进，内容更
新，尽我们的能力把材料科学的最新进展补充到教材中；同时，为适应教改学时而保持适当篇幅，适
当删减了与其他课程重叠的内容，简化了经典内容。
除对原书的文字进行进一步润色并修订了原书存在的印刷错误外，本次修订内容概括有：第2章调整
了原有内容并新增纳米晶与准晶态材料等亚稳态材料。
第3章增加了铜及其合金、新型合金材料与稀土材料。
第5章由我院高分子化学专业刘正平教授执笔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包括更详尽地叙述了高分子的结构
及各种合成方法，增加了涂料与黏合剂及密封材料等。
第6章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新增纳米材料的结构与性质，简化了纳米结构检测技术；对纳米材料的应
用进行了重组，侧重最新发展的在信息能源方面、化学化工方面、生物和医学方面、建筑环保方面的
应用。
第7章功能材料中简化、合并了部分内容，新增能源转换与储能材料、生态环境材料、信息功能材料
等。
特别增加了我院黄元河教授编写的第8章“固体能带理论和晶体轨道简介”，反映了近年量子化学在
固体和材料研究中的重要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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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化学（第2版）》在晶体学理论基础上，全面结合结晶化学内容，及时引入学科最新进展
，介绍了种类众多、内容丰富的材料的结构及性能知识。
全书包括晶体学基础、非整比化合物材料与亚稳态材料、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
料、纳米材料、新型功能材料、固体能带理论和晶体轨道简介共八章。
主要阐述材料结构的基本理论、材料的表征以及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等内容。
随书配有《材料化学学件》光盘。
　　《材料化学（第2版）》第1版自2004年出版以来，被许多高等院校选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2006
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作者根据教学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体会，以及兄弟院校的师生在教材使用中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对《
材料化学（第2版）》进行了全面修订。
　　《材料化学（第2版）》可作为材料化学课程的教材，主要以高等学校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
学等专业的本科生为对象，也可作为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教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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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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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的X射线衍射1.3.1 晶体X射线衍射基本原理1.3.2 衍射方向1.3.3 衍射强度1.3.4 常用晶体X射线衍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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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特性与金属键3.1.1 自由电子理论3.1.2 能带理论第2节 金属单质结构3.2.1 金属单质结构的近似模型
——等径圆球密堆积3.2.2 三维密堆积的三种典型型式3.2.3 金属单质结构概况3.2.4 金属原子半径第3节 
合金结构3.3.1 金属固溶体3.3.2 金属化合物3.3.3 合金结构与性能第4节 金属材料3.4.1 轻质金属材料3.4.2 
钢铁3.4.3 铜及其合金第5节 新型合金材料3.5.1 储氢合金3.5.2 形状记忆合金3.5.3 高性能合金第6节 稀土
材料3.6.1 稀土发光材料3.6.2 稀土磁性材料3.6.3 稀土催化材料习题与思考题主要参考书目与文献第4章 
无机非金属材料第1节 离子晶体4.1.1 几种二元离子晶体的典型结构型式4.1.2 离子键与晶格能4.1.3 离子
半径4.1.4 Goldschmidt结晶化学定律4.1.5 关于多元复杂离子晶体结构的规则——Pauling规则第2节 分子
间作用力与超分子化学4.2.1 分子间作用力4.2.2 超分子化学4.2.3 晶体工程与分子自组装第3节 无机非金
属材料4.3.1 无机非金属材料分类4.3.2 碳素材料4.3.3 单质硅4.3.4 无机化合物材料4.3.5 硅酸盐材料习题与
思考题主要参考书目与文献第5章 有机高分子材料第1节 高分子材料概述5.1.1 高分子材料的概念5.1.2 
高分子材料的分类5.1.3 高分子材料的发展第2节 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特征5.2.1 高分子化合物的一级结
构5.2.2 高分子化合物的二级结构5.2.3 高分子化合物的三级结构5.2.4 高分子化合物的四级结构第3节 高
分子材料的性能5.3.1 高分子化合物与小分子化合物的区别5.3.2 高分子材料的性能第4节 高分子化合物
的合成方法5.4.1 自由基聚合5.4.2 离子聚合5.4.3 配位聚合5.4.4 可控／活性聚合5.4.5 缩合聚合5.4.6 加成
缩合聚合5.4.7 逐步加成聚合5.4.8 氧化偶联聚合5.4.9 高分子化学反应5.4.10 聚合反应实施方法第5节 塑
料5.5.1 塑料概述5.5.2 塑料的应用第6节 橡胶5.6.1 橡胶概述5.6.2 橡胶的应用第7节 纤维5.7.1 纤维概
述5.7.2 纤维的应用第8节 涂料5.8.1 涂料概述5.8.2 涂料的应用第9节 黏合剂与密封材料5.9.1 黏合剂与密
封材料概述5.9.2 黏合剂与密封材料的应用第10节 功能高分子材料5.10.1 功能高分子材料概述5.10.2 物理
功能高分子材料5.10.3 化学功能高分子材料5.10.4 生物功能高分子材料第11节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5.11.1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概述5.11.2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应用习题与思考题主要参考书目与文献第6章 纳米材
料第1节 纳米科技及纳米材料⋯⋯第7章 新型功能材料第8章 固体能带理论和晶体轨道简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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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晶体的点阵结构特征，使晶体呈现出与非晶态固体等完全不同的特殊性质。
而实际晶体结构往往偏离理想的点阵结构，即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
晶体的缺陷包括点缺陷、线缺陷、面缺陷和体缺陷等。
晶体中某些缺陷将使化合物的成分偏离整比性，该化合物的组成不符合化合价规则，不能用小的整数
来表示，只能用小数描述，人们称此类化合物为非整比化合物或非计量化合物。
非整比化合物多具有特异颜色等光学性质、半导体性甚至金属性、特殊的磁学性质以及化学反应活性
等，因而成为重要的固体材料，由于它们具有高熔点、高强度、高硬度和耐腐蚀性，成为新材料的重
要成员。
材料的稳定状态是指其体系自由能最低时的平衡状态，通常相图中所显示的即是稳定的平衡状态。
但由于种种因素，材料会以高于平衡态时自由能的状态存在，处于一种非平衡的亚稳态。
同一化学成分的材料，其亚稳态时的性能不同于平衡态时的性能，而且亚稳态可因形成条件的不同而
呈多种形式，它们所表现的性能迥异，在很多情况下，亚稳态材料的某些性能会优于其处于平衡态时
的性能，甚至出现特殊的性能。
因此，对材料亚稳态的研究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晶粒尺寸为纳米级的纳米晶材料、非晶态材料、准晶材料等是目前广受关注的亚稳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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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化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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