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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科学与工程著作系列：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文献》针对高等学校材料专业“材料科学
基础”课程中出现的经典理论、概念、现象、定理等，介绍与之相关的名人典故及经典文献。
与常见的通过编写学习指导书或习题解答促进课程概念理解的方法有所不同，《材料科学与工程著作
系列：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文献》探索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型教学的尝试，目的是促进学生
理解并掌握课程知识，激发专业兴趣，为今后的应用及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本书共分11章，每章按基本内容与学习意义、研究历史简介、各概念的基本含义与经典文献、名人典
故4部分编写。

　　《材料科学与工程著作系列：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文献》可作为材料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生
、研究生学习“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时辅助了解相关背景知识所用，也可作为教师讲授理论知识时的
背景资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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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选择哥廷根大学作为他研究生工作的地点的决定对Langmuir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因
为在W.Nernst（理论家和发明家）手下工作，使得Langmuir将应用研究作为他职业生涯的奠基石。
1906年，他完成“能斯特灯”的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
“能斯特灯”是由能斯特（Nernst）发明的一种电灯。
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为《解离气体在冷却时的局部重组》。
他在哥廷根大学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在高热铂丝中各种气体发生的变化，这为他后来的兴趣奠定
了基础。
之后Lang—muir回到美国并在新泽西州的Stevens科技学院任化学教师一职。
 1909年Langmuir利用暑假在通用电气公司在纽约装备精良的Schenectady研究实验室里做研究，研究室
的主任Willis R.Whitney博士发现这个年轻教师很具有潜质并说服他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同时给他提供
时间和资金并给他配置研究工作人员，鼓励他做纯理论的研究。
他的贡献是巨大的，负责引进充气灯泡，为美国每晚减少大概一百万美元的照明开支。
在进行氢气中的钨丝实验时，他发现“原子氢”的存在。
他研究了原子氢的性能并发明了可以产生比氧乙炔焊炬有更高温度的原子氢焊枪。
为了更快地获得更好的真空效果，他发明了汞真空泵。
 1926年，Langmuir发明了氢原子喷灯，该喷灯能产生3700℃的高温，此高温能融化钨，能使钻石蒸发
。
其喷出的氢气流在穿过电弧时被离解。
 在空余时间里，Langmuir是完善原子结构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同样的，他也是以“人工降雨”作为控制降雨量手段的开辟者。
在为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这段时间，Langmuir获得63项专利，而通用电气公司则成为诸多发明的受益
者（汞冷凝真空泵、氮和氩填充的自炽灯及一整套高真空无线电管）。
他在通用电气公司最初的研究为低压化学反应和真空中热灯丝的电子发射（图6—23）。
这个研究直接导致1912年高真空电子管和1913年充气白炽灯泡的问世。
由于他研究方法的成功，其他公司和政府机构也在无限制的研究上投人大量资金。
直到1957年去世之前，Langmuir在通用电气公司担任研究科学家、副主任和顾问。
 Langmuir的研究包含对化学、物理和工程学以及大部分真空现象副产物的研究。
为了寻求这些原子分子机制，他研究了吸附膜的特性及高真空和低压特殊气体中电子放电的行为。
他最先在钨和铂丝上观察到非常稳定的吸附单膜，根据实验中水上的油膜制定出一般吸附膜理论，该
实验结果促进二维或表面化学的发展。
他还研究了此类薄膜的催化性能，Langmuir在空间电荷效应和其相关现象的研究推动了许多项技术的
进步，这些进步对后来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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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文献》可作为材科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师备课及学生专业学习的参考书，书
中的参考文献可为查阅相关信息的细节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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