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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晶材料X射线衍射——实验原理方法与应用》由黄继武和李周编著，内容分为4部分：(1)数据测量
方法：介绍了粉末X射线衍射实验设备、样品制备方法及技巧；(2)数据处理软件操作：讲解X射线衍
射实验数据处理软件Jade的基本操作方法；(3)X射线衍射传统分析方法：物相定性分析、定量分析、
结晶度、点阵常数精确测量、晶粒尺寸与微观应变、残余应力计算；
(4)Rietveld全谱拟合精修方法：通过Jade的精修功能模块和Maud软件对
Rietveld方法的原理、实验方法、数据处理方法及实验技巧进行详细讲解。

实用性、可操作性和技巧性是本书的特点。
实验原理根据实用原则进行简单讲述，实验操作步骤具体，注意事项全面，对于不具备X射线衍射实
验技术知识的读者，可作为入门教材；对于有一定基础的读者及仪器操作人员，通过阅读本书将对实
验技术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
《多晶材料X射线衍射——
实验原理方法与应用》内容全面，用词浅显易懂，各章安排有序而又独立，作为参考书可根据需要选
阅相应章节内容。
本书可作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实验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仪器操作人员的工具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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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于有机物和高聚物，结晶部分的成分与非晶成分可能基本相同，k值接近1，可以
忽略k值的影响。
而对于陶瓷、玻璃和其他无机材料，从玻璃态中的析出物具有不同的化学组成和物相结构，k值不可
以视为一成不变的系数。
例如，在上面实验中的陶瓷材料，在不同的温度下可能析出不同的物相，在低温下的晶相主要是ZrO2
和ZrSiO4，温度升高时，还会析出方石英、菱石英和石英。
当析出不同的晶相时，非晶体（剩余部分）的化学组成也随之改变。
当然k值也随之改变。
k值的改变势必造成结果的不准确性。
 结晶度的计算方法多种多样，不同原理和实验方法取得的结果具有不可比性。
XRD结晶度计算方法也有很多。
以上介绍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分峰方法。
结晶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结晶相的相对含量。
它既不是结晶相的质量分数也不是体积分数。
如果需要计算结晶相的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应当使用定量分析方法。
如果一个样品中含有多个结晶相，可以用K值法将各种结晶相的质量分数都计算出来，剩下的就是非
晶相的质量分数。
 6.4其他结晶度计算方法 以上实验中所涉及的结晶度着重于非晶相和结晶相的相对比例这一层面的意
思，其特点是试样中含有明显的非晶和结晶部分，在XRD中有明显的非晶散射峰。
结晶度另一层面的意思是结晶的完整性。
如黏土矿物一般都是结晶不完整的。
高岭土、蒙脱土结构中都含有“不确定”的部分。
这种情况的结晶度计算一般根据峰形、峰宽、峰位来确定。
 高岭土有无序和有序两种，无序和有序高岭土的结构非常相似，只是各层平行L轴任意排列。
其典型的α三斜角也就由结晶完好时的91.6°转变为90°，成为假单斜晶系。
亨利（Hinckley，1963）用高岭石的（110）和（111）晶面反射弧度来衡量其结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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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多晶材料X射线衍射:实验原理、方法与应用》可作为本科生、硕士
生和博士生的实验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仪器操作人员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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