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织构分析原理与检测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材料织构分析原理与检测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502445508

10位ISBN编号：7502445501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冶金工业

作者：毛卫民,杨平,陈冷

页数：2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织构分析原理与检测技术>>

内容概要

晶体学织构及相应的各向异性是现代先进材料十分重要的特性。
本书介绍了材料宏观织构、微观织构和织构快速检测的基本过程和相关技术，综述了工程材料中存在
的织构类型，阐述了织构检测技术在生产检验中的实际应用以及在材料开发研究中的基本分析方法。
本书内容侧重于基础性、实用性和技术可操作性。
    本书可作为钢铁企业从事织构检测人员的技术参考书或培训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冶金、铸造、材料
研发、材料加工等专业的技术人员在进行织构检测、分析与研究时的参考用书；还可作为高等院校相
关专业教师、大学生或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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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材料宏观织构原理与检测技术　　1.1　晶体取向与多晶体织构　　1.1.1　晶体的结构及旋转
特性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之后，1912年德国科学家劳厄用x射线作光源，用晶体
作光栅，进行照射实验，发现了x射线在晶体中的衍射现象，进而间接证明了晶体中的原子或分子呈
现规则排列的特征。
运用现代高分辨率电子显微技术还可以直接观察到晶体中原子的规则排列。
图1-1是用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的铝晶体中原子规则排列的情况。
铝原子在晶体结构中的规则排列表现为，铝原子沿空间3个方向做特定平移后又可以移到附近另一个
铝原子的位置，而且这种平移可以持续不变地重复下去，并可以用某种平移的周期性来描述。
　　人们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由原子或原子团构成的基本结构单元体进行三维长程有序排列而构成
的一切固体物质都是晶体。
晶体的诸如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几何形态等各种性质都与其内部长程的周期性结构紧密相联。
　　晶体中原子的周期性排列促成晶体的某些特性与所观察的方向有一定的联系。
图1-2为某三维无限大的晶体中原子的有序排列结构示意图。
可以看出，长程有序排列的原子导致晶体性质的各向异性，即晶体在不同的方向上具有不同的物理、
化学等性质。
当观察晶体某性质的方向从图中的方向0转动到方向1或2时（图1-2），各方向上原子的密度、相对几
何关系等排列规则发生了改变，因而会使所观察的性能也发生改变，这反映出了晶体性质的旋转特性
。
这种特征起源于晶体三维长程有序排列的本质。
　　另外，在旋转晶体并改变观察方向时，如果旋转到特定的方向，则晶体的某些性质可能会表现出
旋转前与旋转后完全相同的特征。
晶体的这种特征称为晶体的旋转对称性，或简称对称性，即晶体在某几个特定方向上所表现出的物理
、化学性质完全相同的特征。
当观察晶体某性质的方向从图中的方向0平移到方向3时，方向3上的原子排列规则与方向1上的相同，
因而所观察的性能在旋转前后不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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