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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固体物理学是物理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固体的微观结构、运动状态、物理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近几十年来固体物理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已形成了晶体学、晶格振动动力学、金属物理学、半导体物
理学、磁学、电介质物理学、压电物理学、铁电物理学、低温物理学、表面物理学、超导物理学以及
低维物理学等分支学科，而且新的分支尚在不断产生。
固体物理学的概念、方法和实验技术还在向相邻的学科渗透，尤其是有力地促进了材料科学和器件物
理等学科的发展，固体物理学已成为新材料、新器件的“生长点”。
本书注重使学生能迅速建立相关问题清晰的物理图像，不让学生迷失在过于繁杂的计算中，让学生在
学习固体物理知识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前辈物理学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思
维过程，例如在提出布洛赫电子费米气、声子气模型时使用的“类比、移植”的方法等，并在此过程
中使学生“潜移默化”地逐渐体会固体物理的直觉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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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固体物理基础》主要介绍了晶体结构、晶体的结合、晶体振动、固体电子论、固体能带论、晶
体的导电性等固体物理学领域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是进一步学习半导体物理、电介质物理、磁性材
料等课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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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全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技术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技术物理学
院副院长。
1950年10月出生。
1975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技术物理系。
1984.9—1986.1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
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分会委员，电压敏专业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电子学会传感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电子功能材料的理论和工艺等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
。
近年来主持完成“SrTiO3双功能元件的研究”、“不同制备方法对钙钛矿结构功能陶瓷性能影响的研
究”、“环形电机消噪元件”、“压敏瓷料的化学共沉淀技术”、“晶体结构动画演示”等15项科研
项目。
所获荣誉：曾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陕西省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校科技成果一等奖、
国家教委全国计算机辅助教学优秀软件三等奖、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等。
参加编写全国工科电子类规划教材：“材料物理导论”等。
每年均从事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主讲“固体物理学”、“材料的表面与界面”、“近代电子
材料”、“纳米材料及其应用”、“敏感材料及其应用”等课程。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要有“SrTiO3陶瓷中掺杂和Ti/Sr比的配合”、“Co3O4在压敏陶瓷
中的作用和影响”、“锰在SrTiO3功能陶瓷中的作用”等。
其中《SCI》收录七篇、《EI》收录十三篇、《ISTP》收录两篇，十篇获省、校优秀论文奖。
研究方向：(1)激光陶瓷制备技术研究；(2)微波隐身材料研究；(3)SrTiO3氧传感器；(4)高性能压敏电
阻器制备关键技术；(5)SrTiO3双功能元件金属－半导体接触研究；(6)介质薄膜（红外反射膜）制备技
术研究；(7)雷达相移器材料研究；(8)SnO2气敏元件研究；(9)碳纳米管特性及改性研究。
科研成果：主持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十余项。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其中被SCI、EI收录20余篇。
参加编写工科电子类规划教材《材料物理导论》及讲义《近代电子材料》、《固态电子器件》等。
主讲包括《固体物理》在内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十余门。
《固体物理》课程获校精品课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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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普通物质的存在形式分为气态、液态和固态。
液态和固态统称为凝聚态，以区别于气态这一种组成物质的分子等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小的存在形式
。
同态区别于气态和液态的特点在于，其组成粒子（可以是原子、离子、分子或它们的基团）的空间位
置，在没有外力作用时，大多不会有宏观尺寸的变化，在低温下基本上处在固定的位置。
根据组成粒子空间位置的区别，即物质结构上的差别，通常将固态材料分为晶体、准晶体和非晶体三
大类。
晶体的结构特点是组成粒子在空间的排列具有周期性，表现为既有长程取向有序，又有平移对称性，
这是一种高度长程有序的结构。
准晶体中组成粒子的排列也呈有序结构，只是不具有周期性或平移对称性，而是同时具有长程准周期
平移序与晶体学不允许的长程取向序。
非晶体中组成粒子的排列没有一定的规则，原则上属于无序结构，由于近邻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使
得数个原子间距范围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征，因而可以看成具有一定的短程有序。
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提到的“固体”都是指周态的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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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固体物理基础》注重使学生能迅速建立相关问题清晰的物理图像，不让学生迷失在过于繁杂的计算
中，让学生在学习固体物理知识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前辈物理学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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