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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学，特别是凝聚态物理学与材料科学的交叉在近几十年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 文章分四部分：

（"）简要介绍了材料与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回顾近代历史上物理学与材料科学交叉的一些典型例子；（%）介绍

在表面和界面、缺陷、理论和模型、微结构表征、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等领域物理学与材料科学交叉的简况及材料研

究的一些前沿问题；（(）讨论物理学在纳米材料发展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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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物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物

理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总是向人类的智慧提出一些

最深刻的挑战；另一方面，材料科学中不断遇到的难

题又吸引着物理学家去解答，而且新材料、新工艺和

各种微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又涉及到物理学的各个

领域 &它们的有机结合，就发展成为一门交叉学科

———材料物理 &本文通过材料与材料科学的基本概

念的介绍、物理学与材料科学交叉历史的回顾、交叉

的一些主要领域及纳米材料的介绍，简述了物理学

与材料科学交叉的特点和材料物理研究的一些前沿

问题 &

" 材料与材料科学

广义上说，材料是指能为人类制造有用器件的

物质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减少，

材料的定义必须考虑其经济和社会因素，因此材料

的定义发展为：材料是人类社会所能接受的、经济地

制造有用器件的物质 &在上述定义中，定语“人类社

会所能接受的”包括资源、能源和环境因素 &

历史学家曾用“材料”来划分时代，例如，石器时

代，陶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 &材料的发展

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离

不开材料 & 因此，可以说材料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基

础 &
材料按实用性大致可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

属材料和有机高分子材料 &早期，这三类材料的发展

几乎是互不关联的，分属不同的工业部门，在高等院

校中有关专业也分别设在不同的系 &后来，在学术交

流中，人们发现这三类材料中的基本科学问题，例

如，微结构与性能关系，合金化，缺陷，表面与界面，

裂纹的萌生与生长，断裂等，有许多相似之处 &于是

在 ’# 世纪五六十年代，冶金学，化学和陶瓷工程学

中与凝聚态物理概念密切相关的部分逐渐融合在一

起，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材料科学 &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研究领域更广泛 &材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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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各种各样的性能（!"#!$"%&$’）服务于人类 ( 实验表

明，材料的性能与其各层次的微结构密切相关 (在原

子尺度上，微结构是指材料中有哪几种原子，以及这

些原子是如何排列的 ( 各种微结构是由材料的制备

工艺或合成工艺决定的 (最终，材料制成器件后是在

一定的综合条件下服役 ( 因此，上述的四个要素：性

能，结构与成分，加工与合成工艺和服役性能（!$")
*#"+,-.$）以及它们相互间的紧密的关系，就是材料

科学和工程的研究领域，可用图 / 中四面体的四个

顶点和六条线形象地表示［/］(

图 /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研究领域，

四个要素和它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性能一般是指在实验室

中简单条件下测量得到的各种指标，而服役性能是

指做成器件（或工件）的材料在复杂的服役条件下的

响应 (显然服役性能对材料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 (
一般来说，对传统材料，材料科学侧重于研究材

料的性能、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材料工程

则侧重于研究材料的制备或合成工艺和材料的服役

性能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先进材料，尤

其是低维材料的制备工艺本身就有不少科学问题要

解决，材料科学与材料工程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 (

0 物理学与材料科学交叉的历史回顾

在物理学，特别是凝聚态物理学与材料科学的

交叉领域，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一方面物

理学的新成就大大推动了材料和材料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材料和材料科学中难题的挑战又吸引着

物理学家 (这样一种互动的过程，使得这个交叉领域

一直生机勃勃 (
下面我们举一些近代历史上物理学与材料科学

交叉的典型的例子 (
金属在拉伸过程中会发生形变和断裂 ( 01 世纪

21 年代，利用量子物理已能计算出晶体中原子间的

结合力 (但是理论计算出来的金属强度比实际强度

要高 0 个数量级 (这一尖锐的矛盾使物理 学家提出

位错的概念，提出金属形变是由位错的运动造成的，

在较小的应力作用下开始运动 ( 位错的存在及其运

动规律，不但为金属材料强度的提高指明了方向，也

为其他材料（如半导体、金属间化合物）有关性能的

改进提供了思路 (
/345 年，晶体管的发明是物理学与材料科学交

叉的范例 (这一非凡的发明是直接基于晶体中电子

的量子理论，这种量子概念的具体化是一个材料问

题 (只有人们能够制备出具有足够纯度和晶格完整

性的半导体材料后，晶体管才成为现实的器件 (在晶

体管的基础上，后来半导体器件不断小型化、集成

化，不仅对材料生长技术、加工技术提出更高的要

求，而且也使物理学家面临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挑

战，如表面、界面的结构，能带的弯曲，表面态的分布

等成为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 半导体超晶格概念最初

是物理学家的设想，但很快就得以实现，并开辟了人

工设计材料的新纪元，而人工设计材料的多样化发

展也为物理学由研究天然材料转向人工材料创造了

物质基础 (半导体超晶格、量子阱、量子线及量子点

的低维半导体量子体系成为半导体物理学和半导体

材料科学的重要交叉领域 (
激光的发现，最初完全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

而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刻意创新 ( 激光的发明是基于

对量子物理的深刻理解 ( 如今激光技术已在许多领

域，例如测量学、制造业、医学和光学通信中得到广

泛应用 (激光技术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完全依

赖于物理学家与材料科学家之间紧密的合作，从初

期阶段，制备出均匀掺杂的红宝石单晶，直到现在发

展新型半导体激光材料和结构 ( 反过来激光可以作

为探测新材料光学性能的有力手段，其实验结果将

有利于促进量子电子学的进一步发展 (
01 世纪 51 年代，重整化群理论应用到临界现

象，对材料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例如，当铁磁

体加热到居里点附近，或者液体加热和加压到气相

和液相无法区分的临界点时，体系序参量产生巨大

涨落 (临界点在相变理论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当体系

从高温趋近其临界点时，它开始在微观水平上调整，

产生巨大的涨落 ( 到临界点时，出现序参量，某些热

力学量变成无限大 ( 临界点在种类繁多的系统中出

现，例如铁磁体中的居里点，超导体的临界温度 !.，

合金中的有序 6 无序转变温度，以及反铁磁体的

7$$8 温度等 (在趋近临界点时，这些不同体系的行为

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 ( 因此在物理学中形成了致力

于临界现象的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物理学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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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系统地探讨在多元系中相平衡的复杂形式，包括

解释合金相图中的多临界点，以及仅利用合金组元

的原子性质进行数值计算以预言上述相图 !与此相

关，上述研究成果有助于对材料中相变动力学过程

（例如脱溶沉淀过程和凝固过程）更深入的理解［"］!

# 物理学与材料科学的交叉

近几十年来，人们愈来愈多地需要从分子、原子

尺度来研究和控制材料，这使得物理学家加深理解

物理世界的愿望和材料科学家制备和控制材料的愿

望联系到一起 !许多重大的发展都取决于物理学家

和材料学家紧密的合作，物理学家对新现象给予解

释，材料科学家制备出相应的新型材料 !对材料中物

理现象的深刻理解，经常导致对材料的新认识，从而

使这些材料能在一些不可预料的方面得到应用 !在
许多情况下，物理学和材料科学之间的界限是无法

严格划分的，即使给出了某种界限也只是定义或个

人的偏爱 !
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范围都十分广阔 !由

于篇幅限制我们不可能讨论所有的交叉领域，下面

仅介绍当前十分活跃的一些交叉领域，如表面和界

面、缺陷、理论和模型、微结构表征、新材料和新工艺

等几个方面；然后再讨论物理学在纳米材料发展中

的作用 !我们介绍过去和现在相互促进的一些领域，

也介绍一些材料科学中尚待解决的问题，这无疑是

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
!"# 表面和界面

表面和界面科学是物理学和材料科学交叉的一

个重要的领域 !许多相互作用都发生在材料的表面

和界面，体状态的性质决定材料的热力学过程，而表

面和界面通常控制着动力学过程 !材料表面和界面

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研究很活跃

的一个领域 !
物理学的新进展为材料的表面和界面的理论与

应用研究提供了可能 !例如，离子束是物理学的一个

重大发现，人们从 "$ 世纪 %$ 年代开展了用离子束

注入材料表面以改变表面特性的研究 !而 &$ 年代中

期应用于半导体材料表面改性，用离子注入精细掺

杂取代热扩散工艺，发展了平面集成 ! &$ 年代末，离

子注入、离子刻蚀和电子束暴光技术的结合，形成集

成电路微细加工新技术，为半导体材料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当前离子束、电子束和激光束的发展也在其

他多种材料表面加工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表面和界面只占材料很少的体积，物理学为研

究只有几层原子的结构和成分，发展了许多特殊技

术，如 扫 描 探 针 显 微 镜（’()）、电 子 能 量 损 失 谱

（**+’）、扩展 ,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 射

线光电子能谱（,(’）、俄歇电子能谱（-*’）、紫外线

光电子能谱（/(’）、低能电子衍射（+**0）、高分辨透

射电镜（12*)）和原子探针 3 场离子显微镜（-( 3
.4)）等方法，它们对理解表面与界面作出了重要贡

献 !
催化和腐蚀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由表面控制的两

个过程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催化（每年为化学工

业创造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和腐蚀（每年造成数百亿

美元的损失）的机理还不十分清楚 !为研究它们的动

力学过程，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和化学家正在通力

合作，其中物理学家提供了实验工具和电子态的理

论；材料科学家集中研究结构、晶粒大小和表面、界

面偏聚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化学家提出了化学反

应的知识和应用 !
近年来，薄膜功能材料成为研究的热点材料，其

中表面和界面所占的相对比重增大，相应的物理效

应也更为突出 !例如：光的干涉效应引起选择性透射

和反射；电子与表面碰撞发生非弹性散射会使电导

率、霍尔系数、电流磁场效应等发生变化；当薄膜厚

度比电子的平均自由程小得多且与德布罗意波长相

近时，在膜的两个表面之间往返运动的电子就会发

生干涉，与表面垂直运动相关的能量将取分立值，由

此会对电子输运产生影响；在表面，原子周期性中

断，因而将产生表面能级，表面态数目与表面原子数

有同一量级，对于半导体等载流子少的物质将产生

较大影响；表面磁性原子的近邻原子数减少，引起表

面原子磁矩增大等都是当前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课

题 !
表面和界面在微电子学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 !

半导体和金属界面，半导体和氧化物界面的性质对

器件有重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对界面的电性能，如肖

特基势垒知之甚少 !晶界是一类重要的内界面，它对

材料的性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要有效地提高太阳能

转换效率，必须控制多晶太阳能电池的晶粒大小 !晶
界也影响材料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因此研究晶界原

子和电子结构，杂质偏聚，解释晶界与掺杂复合的量

子效应，探索材料强度及脆性的微观机制是当前晶

界电子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
总之，表面和界面的研究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

验上对物理学家提出巨大的挑战，而每一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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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都可能具有巨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
!"# 缺陷

许多先进材料均为单晶，但没有一种单晶是完

美的，其性质往往由晶体缺陷所决定 !这些缺陷可能

是点缺陷，如空位或杂质原子，它们会影响原子运动

和扩散过程，这对时效沉淀、受损伤晶体的退火等现

象有重要的作用；这些缺陷也可能是线缺陷，如位

错，它们决定了固体的力学性能，而且对于结晶过

程、相沉淀、相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 !半导体中的缺

陷会影响材料的电学性质，甚至会使器件失效 !因此

在单晶材料的应用中，缺陷的控制是绝对必要的 !
物理学家已经在原子水平上建立模型，解释缺

陷如何影响材料的宏观性质，分析它们的来源，这些

都加深了人们对缺陷结构和性质的理解 !材料科学

家在对缺陷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但提出

了减少缺陷的方法，如在半导体硅材料研究中相继

提出无位错硅单晶生长方法，还提出利用缺陷的方

法，如在集成电路用的硅片中广泛采用“缺陷工程”

等措施，大大改善了材料的使用性能，提高了器件的

成品率，并为材料发展开辟了新路 !
对硅中缺陷的研究比较详细，但仍存在许多问

题有待解决 !如硅中不同缺陷的成因和本质，它们对

材料和器件性能的影响，以及与缺陷相关联的杂质

的行为和控制，仍是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对其他

半导体材料中的缺陷了解得更少，控制更难，例如降

低砷化镓、磷化铟单晶的位错密度，研究位错与点缺

陷、微沉淀物间的关系就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
在非单晶材料中，缺陷同样十分重要 !例如，反

应堆内壁材料受辐照后点缺陷的产生与湮灭规律及

其对材料性能的影响，还有不少课题要研究 !此外如

在准晶、薄膜等材料中缺陷的形态及其对性能影响

的研究 !
!"! 理论和模型

理论和模型对材料科学的贡献是大量的而且是

多方面的，一些是直接的，但有许多是间接的 !
计算物理学是材料科学家广泛应用的新工具，

并促进了计算材料学的诞生 !定量模型的发展是物

理学和材料科学交叉的另一个主要部分，物理学家

已提出了许多详细的材料工艺模型，如在非晶和无

序材料中努力改善模型和使用计算机模拟 !物理学

的一些新概念也常常在材料科学中得到应用，如分

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它在相变、断裂和微结构

演化方面有很多应用前景 !统计力学方法，例如重整

化理论在临界现象和微结构演化中也是非常重要

的 !对微电子工业十分重要的晶体生长曾经是相当

大的模型和计算机模拟课题，该课题的研究使人们

能在原子水平上相当详细地了解这个复杂的生长过

程 !渗流概念也已用于相分离和玻璃结构 !液晶中的

相变理论已经与生物功能膜的活动相关联［"］!
物理理论和模型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但是

现在也仍然有许多挑战 !例如，非晶态的结构和弛豫

性质还很不清楚，对非晶半导体的电子性质知之甚

少 !在前面提到的许多材料中，缺陷结构和电子性质

还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在材料科学中还需开展

微观与宏观之间相互关联机制和相互跨越问题的理

论和模型的研究 !这对物理学家来说，存在着许多诱

人的机遇和挑战 !
!"$ 微结构表征

过去几十年中，基于近代物理学原理的测定材

料微结构的仪器不断涌现，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

#$%&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电子显微镜（被誉为 "’
世纪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和扫描隧道显微镜（被认为

是 "’ 世纪 %’ 年代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以及由

它们派生出来的各种相关仪器 !其他获诺贝尔物理

学奖的项目，如 ( 射线（#$’# 年）、穆斯堡尔谱（#$&#
年）也都对材料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

图 " 各类显微镜和谱仪的原理示意图

各类显微镜和谱仪的基本原理如图 " 所示，其

中的圆圈代表待分析试样，指向试样（向内）的箭头

表示用来激发试样的各种探针，图中共 & 种 !试样对

这些激发可能产生的响应用离开试样（向外）的箭头

表示，这些响应中包括了有关试样的各种信息 !每种

一个向内箭头和一个向外箭头的组合，可以构成一

种潜在的分析技术 !从图 " 看出，只有 )& 种组合可

供选择，人们已对所有这些种组合进行过尝试，大约

有半数组合已被或多或少地普遍应用 !当然，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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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器种类数比这些组合数更多很多 !实际上，一

种组合可能发展成几种完全不同的测试仪器 !例如

对于电子 " 电子组合，即入射束为电子，当从样品激

发出来的也是电子的情况下，如果收集从样品表面

弹性散射的电子，则可得到样品表面原子排列的信

息（低能电子衍射技术 #$$%），如果测量表面散射电

子的特征能量损失，在高低不同的能损区，又可得到

内层电子能级激发、外层电子气的集体振荡和表面

晶格振动的不同信息 !因此新的测试仪器种类的数

目远不止以上的估计 !此外旧的测试技术还可以通

过改进，或用新的理论模型分析所得到的信息，使测

试性能得到提高 !如今，空间分辨率在一定的条件下

已能观察到单个原子 !时间分辨率已达到 &’" &( )，快

于分子振动周期，有可能更仔细地研究某些动力学

过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分辨率愈来愈高

的现代测试仪器，材料科学不可能获得今天如此巨

大的进步 !
微结构的定量描述一直是材料科学中的重要课

题，成为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合作的又一领域 !这
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
!"# 新材料

物理学对新材料的发现和材料的新应用有直接

的作用 !智能材料的研究是近年来材料科学与工程

领域的热点之一，有人把 *& 世纪称为智能材料世

纪 !智能材料是一门多学科的交叉，其中一些分支的

发展是与物理现象的发现和物理理论的指导密切相

关的 !例如，形状记忆合金就是由偶然发现的物理现

象发展起来的 !它在某些领域已达到实用化程度，但

在许多领域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扩大实用合金

种类等 !光导纤维材料是现代信息中最重要的传输

材料，用其制成的光纤传感器，具有优异的特点，但

是其物理理论基础仍是当前器件研究的主要课题之

一，如一些材料的实用性、传感器的灵敏度的限度和

适应性等 !
高温超导材料是当代材料科学的又一个热点 !

&+,- 年以前人们寻找到的超导材料的临界温度 !.

最高仅有 */ !*0；&+,- 年 0!1!234456 和 7 ! 8! 95:;<6=
发现在 /(0 的超导现象，这是最近几十年来物理学

和材料科学领域中的重大突破之一，由于这一成就，

他们在 &+,> 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 自 &+’& 年

以来，因为超导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有 , 位物理

学家，这足以说明超导电性在物理学中的重要地位

和物理学对超导材料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目前高

温超导仍处于研究阶段，一方面是高温超导理论尚

未建立，高温超导体向传统理论提出挑战，因此如果

物理学家给超导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但会消除材料

发展的障碍，也将对凝聚态物理学的发展产生极为

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实践应用上的困难，例如，

何时才能找到室温下稳定的高温超导体，如何解决

超导体和非超导体的衔接，如何降低成本，使样机实

用化，这些实用上出现的困难对物理学和材料科学

都是挑战和机遇 !
物理学家也促进了导电分子晶体、导电聚合物

的发展及对分子组合的理解 !生物医学材料是材料

科学和医学间重要的相关领域，物理学家也面临着

人工材料和生命体系之间的复杂现象的挑战 !
!"$ 新工艺

物理学主要通过提供新技术和对原有工艺的改

进来促进工艺技术发展 !
离子束刻蚀技术是由物理学家开拓的，而且其

与材料表面的相互作用涉及到等离子体物理和原子

物理理论 !由于其可在较低温度成膜，可溅射沉积各

种材料，适用于高性能、高功能和特殊性能的薄膜的

要求，可用来探索新材料 !
激光技术在材料科学也得到广泛应用，如激光

拉曼光谱与 ?@% 技术配合可确定新材料的晶体结

构，它也是研究半导体材料的重要手段 !激光还可以

用来研究材料表面，激光探针可以用于材料的微区

成分分析 !而且激光束作为载能束之一，可用于制备

新材料和对材料表面改性，是近十几年来材料科学

的新技术之一 !
外延是一种制备单晶薄膜的技术，分子束外延

是新发展起来的典型的外延制膜方法，它的发展也

是与物理学相关的 !
随着材料科学中工艺技术的发展，对物理学也

提出更高的要求 !例如半导体集成电路集成度的增

加、最小线宽的缩小、芯片面积的增加，使离子注入、

激光退火、吸除工艺等在半导体器件制备中更加重

要，在完善集成电路级晶片加工工艺和包封技术方

面，在发展半导体材料微区的自动、快速和无损检测

手段，实施集成电路制备的在线监控，研究新的测试

方法方面，对物理学都有许多重要的机遇存在 !

A 物理学在纳米材料发展中的作用

&+(+ 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恩

曼预言，人类可以用小的机器制作更小的机器，最后

将变成根据人类意愿，逐个地排列原子，制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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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纳米技术中最早的梦想 ! "# 世纪 $# 年代，

科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关于纳米科学的构

想［%］! &’(& 年，德国学者格莱特首次提出纳米材料

的概念［)］!今天，纳米材料和加工技术的出现，正在

把他们的向往展现在人类面前 !
纳米材料科学研究是与凝聚态物理学研究紧密

结合的 !纳米材料至少在一维方向上受到纳米尺度

调制，可以分为三维、二维和一维 !这种独特的结构

特征就产生了新的物理现象，如量子限域，介电限域

效应，表面、界面效应，小尺寸效应，量子尺寸效应

等 !这预示着微观结构的新问题，如电子的相关性、

电子能级及其分布、表面结构和表面态、局域化、量

子输运和量子隧穿等物理问题，这也预示着宏观性

质的新变化，如强度、硬度增大，低密度、低弹性模

量，高电阻、低热导率等优良的性能 !理论不仅可以

解释这些性能，而且为材料的改性和发展新一代高

性能的纳米材料创造了条件 !
纳米材料是一种新型材料，人们对它的特殊性

能的应用抱有极大兴趣 !例如纳米微粒的小尺寸效

应，可用来制成磁性信用卡、磁性钥匙、磁性车票等，

还可制成磁性液体，应用于电声器件、阻尼器件、润

滑等 !纳米陶瓷的塑性高、烧结温度低，但仍具有类

似于普通陶瓷的硬度 !纳米金属材料熔点极低，不仅

可以在低温下烧结成合金，而且可望将一般不可熔

的金属冶炼成合金，制成质量轻、韧性好的“超塑”钢

等特种合金 !纳米颗粒也是一种极好的催化剂，不仅

能提高催化效率，还可以改善材料的催化选择性 !纳
米半导体材料有可能成为新的光电子材料 !随着颗

粒尺寸减少，禁带宽度增大，发光颜色变化的特征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 世纪 ’# 年代以来，碳纳米管

的发现成为纳米材料发展的新亮点［*］，它是典型的

一维量子线，有奇特的物理性质，即在平行于它的轴

向加一磁场时，通过它的磁通量是量子化的 !
纳米材料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其实用化还

依赖于制备技术的发展及人们对其结构性能的进一

步理解，这需要材料科学、物理学、化学和化学工程

等多方面的配合与协作 !作为未来全球科技发展的

关键技术之一的纳米科技的研究和应用，必将有着

十分广阔、诱人的发展前景 !

* 结束语

物理学研究的进展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同

时材料科学中的问题也向物理学家提出意义深远的

挑战，它们是紧密结合的，从最基础的科学研究到最

直接的技术应用没有截然的界限，特别是随着科学

技术的高速发展，这种联系更加明显 ! 从 &’#& 年至

"###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获奖项目中，据我们统计，

与材料科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约有 $# 项，其中材

料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约有 + 项，与材料的性能、结

构、机理研究有关的约 "’ 项，与材料的测试技术、仪

器、器件应用有关的约 %* 项 !其中不少项目对物理

学和材料科学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如第一届获奖项

目伦琴的 , 射线的发现，既是拉开现代物理学革命

序幕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又为 , 射线学以及材料的

一系列 , 射线研究、表征和测试方法开辟了道路 !
如中子的发现既是核物理学的重大发现，又为材料

物理中探索物质成分、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中子活化

分析、中子散射技术等研究方法 !而穆斯堡尔效应的

发现，既是凝聚态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也发展了材料

的研究方法 !因此，这些诺贝尔物理奖项也是对物理

学和材料科学交叉学科发展的支持 ! "##& 年 &# 月，

欣闻 "& 世纪第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项目是因发现

一种新的物质状态、并可用于精确测量和纳米技术

而被选中的，无疑这是一个好的预兆，祝在 "& 世纪

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共同发展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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