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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树大根深，楼高地基厚。冶金学的发展已历史地落在我们中国的身上，要完成
这项使命就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基础理论。 蒋国昌和吴永全两位老师编写的新书《熔融金
属物理初步》，阐述并讨论了熔融金属物理方面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

内容简介

     熔融金属物理和冶金物理化学都是信息论冶金学的基础部分，但两者是有明确
区别的。冶金和材料制备技术的进一步创新，有赖于新的知识源头——熔融金属物理的
知识。 蒋国昌和吴永全编写的《熔融金属物理初步》阐述了熔融金属物理学的基本概念
、方法和问题。其着眼于由微观到介观的金属液电子云结构及其影响下的离子构型，概
括结构因子；然后分析静态结构因子和物性的关系，再由相关函数的理念引出各种传输
参数，并用动态结构因子归纳；说明它们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且在不同时空尺度中的
分布规律有重要意义。同时介绍了熔融金属气液界面层微观结构的新近研究成果；讨论
了外场在熔融金属中可能导致的变化以及熔融金属由浅过冷到深过冷时自发形核的试验
方法、模拟结果和理论进展，最后讨论了应用激光一布里渊散射谱及相关技术研究金属
液和冶金过程可行性。 《熔融金属物理初步》对冶金及金属材料等领域中的读者，特别
是研究人员，系统拓展熔融金属物理方面的知识有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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