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凝聚态物理专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凝聚态物理专题>>

13位ISBN编号：9787811059229

10位ISBN编号：7811059223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第1版 (2009年7月1日)

作者：徐慧

页数：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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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态物理专题>>

前言

　　凝聚态物理学，是当今物理学最庞大和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它由固体物理学演变而来，业已成为物理学最活跃的前沿领域。
凝聚态物理学的发展与时俱进，伴随着实验技术、计算技术和理论概念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地融入
到了化学、生物、材料、信息等学科领域，促进了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快了人类文明进化的进程。
　　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研究过程是艰辛的，但也是充满魅力和激动人心的。
在其领域内诞生的很多基础研究成果，为现代社会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如：高温超导材料与超导机理的研究，尽管已经存在的BCS理论、共价键理论、双极子机制和激子理
论等尚未得到统一认识，但并不影响和阻止其应用于实际生产生活，目前超导体的零电阻转变温度已
经达到上百开（K），实用化的项目业已开展；纳米技术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已发展为涵盖纳米生
物学、纳米电子学、纳米机械学等领域的研究体系，人们通过对如量子尺寸效应、量子隧道效应、电
子反常输运及库仑阻塞等现象的研究，已经实现了可应用于新一代计算机的超微结构量子器件与电路
，极大地提升和拓展了计算机的应用能力；此外，还包括DNA生物链结构、纳米碳管器件、声子晶体
、光子晶体等方面。
可以说，凝聚态物理学为促进人类科技进步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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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凝聚态物理学，是当今物理学最庞大和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它由固体物理学演变而来，业已成为物理学最活跃的前沿领域。
凝聚态物理学的发展与时俱进，伴随着实验技术、计算技术和理论概念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地融入
到了化学、生物、材料、信息等学科领域，促进了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快了人类文明进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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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纵观凝聚态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如固体能带理论、点阵动力学理论、对称破缺的相变理论、缺陷
理论等，都非常有效。
它们解释和指导了材料的生产，如：说明了铜、铝等金属的导电性；锗、硅及砷化镓等材料的半导体
性质；铁、钴、镍及一些稀土金属的铁磁性；锡、铌等金属与合金的超导电性；钛酸钡、铌酸锂、磷
酸二氘钾等晶体的铁电性。
可以说，现代科学研究，尤其是材料研发越来越依赖于物理理论的发展和指导，即在理论研究的方向
指引下，有目的地研制和开发新型材料，如半导体及超晶格、强关联电子体系、纳米材料和有机聚合
物材料等。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的几类材料虽然在材料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前景，也具有深刻的传统
材料学基础理论背景；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其物理意义更加明晰，或者说理论指导背景更加深刻和浓
厚，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物理学，尤其是近代凝聚态物理的发展，对新型材料的研究开发具有决
定性的作用。
　　（1）半导体及超晶格　　从凝聚态物理理论的发展来看，其在现代半导体材料技术的发展中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江琦等发现了夹层超结构中的隧穿电流（进而发明了隧道二极管）；1960年，I．Giever发现正
常金属一绝缘层一超导体的隧道效应；1962年，约瑟夫森从理论上预言了超导体一绝缘层一超导体中
电子对的隧道效应，即约瑟夫森效应；1980年，我国学者就利用铌酸锂规则的畴结构来取得激光倍频
增强效应，实现了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准位相匹配，使得半导体在高频超声换能、电光效应等领域发挥
了巨大作用。
　　可以说，隧道效应、激光倍频增强效应等凝聚态物理理论的研究，为后来的半导体电子学和超导
电子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明了半导体材料正在从20世纪50年代块体材料向薄膜材料的过渡，转变
为向铁电、压电材料和非线性光学材料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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