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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核能工程的基础理论为先导，结合设计和安全的要求，并根据《核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内
涵，把握微观与宏观、本征与外因间的联系，全面、系统而又概要地介绍了核材料的种类、功能、制
造、性质和使用方面的基本知识及其间变化的规律。
全书共分9部分，包括概述、原子核物理、核反应堆物理，核反应堆热工流体力学、核反应堆设计和
安全的基本要求、核裂变反应堆材料、核聚变反应堆材料和空间核电源材料。
　　本书是一部关于核材料知识的导论，可供从事核材料及其相关专业的科研、生产及管理人员学习
参考之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和新参加核材料专业工作的人员了解核材料概貌的入门
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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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以核材料为研究对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列图书的出版，在国内外是第一次。
作为首卷的《核材料导论》所述及的内容至少包括5~6个学科专业，这是一本集体创作的专著。
　　　编写《核材料导论》一书的初衷主要有两点。
① 核材料应该面向核能工程。
为了做好为核能工程的服务，需要从事核材料工作的科技、生产和管理人员多学一点核能的基础理论
，了解核能工程各专业设计对核材料使用性能的要求。
因当前核能应用的重点仍是裂变反应堆，故在本卷中专门安排了有关裂变反应堆的物理、热工流体力
学和设计及安全要求等章节，其中也述及一点聚变堆原理和结构等内容。
② 《核材料导论》应是一本全面介绍核材料基本知识的读物。
它既适合本专业的读者，也要兼顾非本专业读者的需要，故本书既系统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核材料的
组成与结构、物化与力学性质、制造工艺与流程以及堆内使用性能。
同样，核材料的重点放在裂变反应堆材料上，这部分内容既考虑了核动力堆用材，也涉及研究试验堆
用材；既包括目前正在实用的，也不放弃曾发挥过作用的材料，力求使读者掌握核材料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聚变堆材料虽至今尚未得到正式应用，但它已经历长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因在本套书中已
有专门介绍，本卷中只作简述。
空间核电源已应用于航天，因公开发表资料较少，故对其材料也只能作概略介绍。
　　全书共9章31节，由李文埮主编。
编写分工如下：李文埮第1、6、7章，李泽华第2、3章，杨福昌第4章，第5章第1、2节由李文埮、李泽
华和杨福昌合编，张忠岳第5章第3、4节，郝嘉琨第8章，卢浩琳第9章。
编写组特别要感谢杨继才为审阅第9章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过尹邦跃、郭聪慧等
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受学识和水平的限制，书中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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