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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2章。
第1～4章是电子显微镜图像分析的原理和基础知识，包括晶体学基础、倒易点阵、衍射衬度运动学理
论及衍射衬度动力学理论。
第5章论述了金属与合金的强化机理与材料的微观结构，简要介绍了材料科学提出的需要借助电子显
微镜技术进行分析研究的微观结构问题。
第6～9章介绍了近年来应用较多的电子显微分析新技术和方法，包括电子能量损失谱、高分辨电子显
微术、会聚束电子衍射、电子背散射衍射与取向成像显微术。
第10、11两章叙述了材料结构分析中晶体缺陷的衬度分析。
第12章较全面地综述了材料科学中的界面（表面、晶界和相界）问题。
    本书将电子显微学理论、分析技术和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密切结合，兼顾不同层次读者在专业和应
用基础知识方面的需要，适用于材料、物理、化学、化工、机械、微电子、生物和医学等学科的本科
生、研究生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师，可以作为他们的专业基础课的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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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晶体学基础　　1．1　引言　　人类认识物质是从认识矿物开始的。
远古人类接触自然界，就接触了自然界的多种多样的物质，其中就包括各种自然形态的矿物。
大多数矿物具有棱角分明和表面光滑的外形，这其实是它们内部原子做规则排列在宏观外形上的表现
。
后来人们将这种物质称为晶体，以区别于另一类内部质点做无序排列的非晶体。
以后人类从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中，获得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任何一种物质的宏观性能都决
定于其内部的微观结构。
人们物质的宏观性能包括力学性能、光学性能和其他广泛的物理性能，而这些性能决定于物质的微观
结构。
物质被人类所利用的是它们的性能，由此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关于物质的微观结构上。
经过人们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实践，导致了后来晶体学的诞生。
进一步，人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即晶体材料具有内部基本质点做周期规则排列的特点，这个特
点可以在其外部形貌上表现出来，也可以不表现出来。
例如，用钢铁等金属材料制成的机械零件，不同的工艺设计和加工可以使零件具有不同的外观，但零
件的内部结构却总是具有其一定的晶体学特征。
从合理利用材料性能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了解材料的内部结构即其晶体学特征。
长期的生产和科研实践告诉我们，晶体物质的晶体结构虽然千差万别，但从晶体形成的能量最有利的
条件考虑，自然界物质的晶体结构类型还是有限的。
电子显微学研究材料的微观结构，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利用电子衍射及其相关技术，测定研究对象的晶
体结构，这就涉及晶体结构类型及其对称性的表示方法。
本章扼要介绍与此有关的几个基本概念：布拉菲胞、点群和空间群。
　　1．2　点阵与阵点　　广义地讲，晶体是三维的周期结构，由等同阵点沿一维的一定方向做等周
期平移排列，如此形成一维周期结构；再沿所在平面的另一维一定方向做周期平移，这样便得到二维
周期平面；此二维周期平面沿相交于其上方或下方的三维方向再做周期平移，便构成了三维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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