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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衍射为和X射线相并立的晶体结构分析之实验手段，两者互相补充，进而发展了根据衍射花
样来确定晶体结构的多种方法，从而测定了大量材料的晶体结构，为固体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电子显微术则是光学显微术的进一步发展，利用了高电压下电子德布罗意波波长较短的特征，从而使
显微术的分辨本领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从亚微米的量级推进到亚纳米的量级，利用当今的高分辨电子
显微镜，可以通过薄晶体的直接成像而获得接近原子尺度分辨率的结构像。
从表面看来，作为结构分析的实验手段，电子衍射与高分辨显微术所走的道路大相径庭。
前者探测倒易空间中的衍射花样，而后者则探测实空间中的显微像。
但是，被观测物体的衍射花样和其显微像之间存在有根本性的内在联系。
早在19世纪，阿贝（E.Abbe）在发展光学显微术之际，就提出了显微成像的衍射理论，将这一联系阐
述得非常清楚。
被观测的物体（例如光栅）通过物镜而形成衍射花样，而这些衍射光束的低散射角的部分再通过透镜
而综合成显微像。
事实上，这相当于对原物体进行了两次傅里叶变换，其一为将物体转换成衍射谱，其二为逆傅里叶变
换使衍射谱重构成显微像.值得注意，由于显微镜物镜孔径的限制，使高散射角的衍射光束不能参与成
像，再加上显微镜球差的制约，使得显微像的保真度和分辨率均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若对光栅直接记录其衍射谱，则由于衍射振幅中相位信息的丢失，造成了结构分析的甘苦
。
幸好由于结构分析直接法的问世，使得衍射振幅的相位重建有规可循，大大地推进了结构分析技巧的
发展。
　　当代高分辨电子显微镜既可以提供被观测晶片的两维显微像。
又可以提供该晶体的衍射花样。
但是传统的做法是将两者割裂开来进行的：有些科学家致力于利用电子衍射来进行晶体结构分析；而
另一些科学家则致力于从显微像的衬度分布来提取结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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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图像处理方面的专著，共分三篇，第一篇介绍了运动学和动力学衍射理论
、各类电子衍射花样、晶体对称性的会聚束电子衍射测定、晶体结构的衍射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动力
学电子衍射的晶体结构因子精确测定；第二篇介绍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成像原理、像衬度及其近似
理论、像的理论计算以及借助高分辨电子显微像测定晶体结构的模型法；第三篇简单介绍了高分辨电
子显微像的各种图像处理方法，着重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求逆，包括从显微像求定出射波和从显微
像直接求定晶体结构。
其中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技术及其在测定晶体结构和缺陷中的应用是第三篇的重点，亦是全书的重点
。
    本书可作为从事电子晶体学研究和显微图像处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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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电子衍射花样　　3.4　菊池衍射花样　　3.4.4 菊池衍射花样的应用　　在一定的晶体厚
度下，菊池衍射花样与点状电子衍射花样共存。
此时只有在φ＝θ，即入射束与反射晶面的夹角等于布拉格角的情形下，衍射指数为hkl的菊池线才通
过hkl衍射斑。
若倾动晶体，使入射束与反射晶面的夹角略略偏离布拉格角，点状花样上的衍射斑位置几乎不变，而
菊池线的位置则明显改变。
因为菊池线很敏感于晶体取向，这一特点使菊池花样可用于精确测定晶体取向。
　　因为菊池衍射花样的清晰度与试样的完整性有关，当晶体有缺陷时，清晰度降低，所以菊池衍射
花样又可用于鉴别晶体的完整性。
　　当动力学效应较弱时，仔细研究菊池线的几何学可得出精确的晶胞参数值。
如可借助三条菊池线间的截点来建立晶胞参数与电子波长之间的关系。
当电子波长增大，衍射角随之增大时，三条菊池线的三个截点将相互靠拢，且在某一定波长下，汇合
成一点。
对这三条菊池线作指标化后，可以测得点阵参数。
这一想法最早是由Lonsdale针对X射线衍射中的科塞尔（Kossel）线提出的。
应用于电子衍射时，较容易改变电子加速电压来改变波长，以使三个截点汇合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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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晶体学与图像处理》首先从电子衍射的理论和实践出发，一直讲到如何用它来测定晶体的
对称性和结构；然后论述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成像原理与衬度理论，以及用它来定晶体结构的传统
方法；在最后一篇中介绍了电子晶体学中两步进行图像处理的新方法，作者自己的重要贡献构成了这
一篇的主干，一些实例也多半取自她领导的研究组的工作。
这本专著体现了作者的科学思想，又为新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生或研究工作者指出了掌握电子晶体学
的一条康庄大道。
这是一本优秀的科学著作，很值得翻译成英语出版，可望在国际学术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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