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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薄气体动力学

研究基础与实践

ＦｅｌｉｘＳｈａｒｉｐｏｖ　　著

　　本书为在日常工作中处理稀薄气体

流动问题的研究工作者和专业人员，提供

一本稀薄气体动力学的连贯而严密的入

门教材，其中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方

法。阅读时并不需要具备有气体动力学

的知识。

　　目录：１．分子的描述；２．速度分布函

数；３．布尔兹曼方程；４．气体表面上的相

互作用；５．线性理论；６．输运系数；７．模型

方程；８．直接模拟的蒙特卡罗方法；９．离

散速度方法；１０．速度滑移和温度间断现

象；１１．一维平面流动；１２．一维轴对称流

动；１３．二维平面流动；１４．二维轴对称流

动；１５．任意压差和温差作用下长管中的

流动；１６．稀薄气体中的声学；Ａ．常数和数

学表示式；Ｂ．资料和列表。

　　作者 ＦｅｌｉｘＳｈａｒｉｐｏｖ１９８３年毕业于莫

斯科物理和技术大学，１９８７年获得乌拉尔

工业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９年至今担任巴西

Ｆｅｄｅ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ｒａｎａ的教授。从

１９８８年开始，他活跃于稀薄气体动力学领

域。他的研究兴趣在于将稀薄气体动力

学的数值方法应用于微流体技术、真空技

术和气动热力学等方面。

姚普，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ＹａｏＰｕ，Ｍａｓｔ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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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化学品和燃料
ＦａｂｒｉｚｉｏＣａｖａｎｉ等　　编
　　目前生物炼制理念已渗透到由可再
生资源和废弃物生产化学品、燃料和材料

的全过程之中，而且新的科学概念和技术

方法不断涌现，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改变

着该领域的面貌。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介绍生物
炼制最新的技术进展和工艺过程，而且还

引导读者从更合理的视角审视可再生领

域。各章内容分别按“反应”和“产品”两

条经、纬线组织；“反应”包括氧化、加氢脱

氧和碳?碳键的生成反应；“产品”则有不
同类型的单体（琥珀酸、己二酸、丙烯酸）、

聚合物和大宗化学品（烯烃、芳香烃、合成

气）。各个章节之间在“产品”方面有交

集；“反应”在生物炼制模型中找到其应

用。这样的写作方法给出了生物基分子

构件生产的三维立体图像，有利于未来新

工艺过程的开发和新产品的定位。

　　全书内容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主题为
可再生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分三部分，

含第１－１３章。第一部分 随手可得的生
物基化学品，含第１－５章：１．生物质制烯
烃；２．生物质制芳香烃：催化转化的技术
选项；３．异硬脂酸：潜力巨大的脂肪酸；４．
气化和水相重整制生物合成气及衍生物；

５．植物油加氢制喷气燃料和柴油。第二

部分 生物单体，含第６－１０章：６．由可再
生原料制己二酸；７．琥珀酸的工业生产；
８．２，５?呋喃二酸的合成和应用；９．丙烯酸
的生产；１０．由木质纤维素制乙二醇和丙
二醇。第三部分 生物基聚合物，含第 １１
－１３章：１１．引言；１２．由原始和改性的天
然单体制聚合物；１３．生物质衍生单体制
聚合物。第二个主题是由分子构件制取

化学品和燃料的“反应”，含第四部分 应

用于生物质转化的反应，包括第 １４－１７
章：１４．氢转移反应：生物质催化还原工
具；１５．选择性氧化生物质制平台分子和
化学品；１６．液体和液化生物质的脱氧；
１７．生物质衍生呋喃提质到化学品和燃料
的Ｃ?Ｃ偶联反应。第三个主题的内容是
介绍大型化学公司在生物炼制方面的工

业实践、技术进展和商业活动，含第五部

分，生物炼制和价值链，包括第１８－２６章：
１８．未来生物炼制展望；１９．油脂化学生物
炼制；２０．Ａｒｋｅｍａ公司的植物基集成工厂；
２１．淀粉制生物基化学品的共址模型；２２．
巴西甘蔗生物炼制的技术、产品和经济可

行性；２３．可再生化学品的集成生物炼制；
２４．索维尔公司可再生资源的化学和化学
品；２５．利用热化学和生物化学过程转化
生物质为柴油燃料中间体；２６．食品供应
链废物：增长的机会。

　　本书读者对象主要是催化、工业化
学、可持续化学、聚合物合成领域的研究

人员和高校化学、材料、化工类专业的教

师和研究生。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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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材料在废水处理方面

的应用
ＡｊａｙＭｉｓｈｒａ
　　智能材料是一种能感知外部刺激，能
够做出判断并进行适当处理的新型功能

材料，是现代高技术新材料发展的重要方

向之一。在纳米领域，智能材料具有独特

的、意想不到的特性，能用于制造更快反

应、更坚固和更高效的装置及设备。智能

材料能够检测并且可以识别外界（或者内

部）的刺激强度，如电、光、热、应力、应变、

ＰＨ、核辐射等，同时还能对环境的细微变
化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因此它在材料科

学、能源、传感器、环境等领域具有非常广

泛的应用，比如用于发展更新的复合材

料、制陶原料、手性材料、液晶材料、导电

聚合物、水凝胶、纳米复合材料以及生物

材料等等，同时有些智能材料在环境污染

的修复方面也具有高度的适用性。

　　水被用于制作饮料，家庭主妇需要水
才能做出可口的美味。不含添加剂、对人

体无害的水是人和动物生命的保障。人

们对水质要求的提高伴随着人们对廉价

而高效的净水系统的极度渴求。本书介

绍了智能材料在废水处理方面的应用。

智能材料被用于发展经济效益更高、操作

效率更高的净水系统，同时也被用于发展

能快速持久的监控水质的系统。通过智

能材料处理的水能重新使用、回收、脱盐。

　　本书包含三个部分共１５章。第１部
分 介绍了形形色色的碳纳米材料，含第１
－６章：１．铁基碳纳米管；２．石墨烯基纳米
复合材料；３．加载了纳米金颗粒的碳基二
氧化钛复合物；４．人造炭黑；５．上述几种
物质在废水处理方面的应用和发展；６．第
一性原理和密度泛函理论在设计石墨烯

基传感装置方面的应用。第２部分 主要
介绍人造纳米材料的去污性，包含第７－
１１章：７．对先进材料处理水中药物产品能
力的总结性评论，提出了使用先进材料处

理废水的同时还需要降低处理费用以及

减少传统净水过程中的无效性；８．评估了
凝聚剂在处理水中多样污染物方面的能

力以及凝聚剂今后的发展；９．一种废水处
理的新兴概念，即：使用聚合物纳米球作

为智能材料处理水中的有机污染物；１０．
强调了磁性纳米材料和纳米凝胶在去除

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应用，同时阐明了纳米

材料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方面的发展潜

力，刺激了磁性纳米材料和纳米凝胶行业

的快速发展；１１．纳米复合材料基底的化
学传感器，探索了多种可用于发展简单、

高效地去除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敏感性传

感器。第３部分 主要讲述生物聚合物基
纳米材料在废水处理方面的应用，含第１２
－１５章：１２．对以天然聚合物作衬底的复
合材料和纳米复合材料；１３．纤维素；１４．
壳聚糖；１５．藻类在节能污水处理方面的
未知潜力。

　　本书介绍了智能材料领域的基本概
念、先进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应用性材

料，给废水处理行业的未来从业者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适合从事纳米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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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废水处理从业人员阅读使用。

段美红，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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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 生 产 品 的 可 持 续 性

评价
方法和案例分析

ＪｏＤｅｗｕｌｆ等　　编
　　在过去的１０年间，可再生产品和可持
续性评价方法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可再

生能源和产品在目前的市场上已占据显

著的份额，与此同时，随着环境可持续性

评价的逐步标准化以及社会因素的加入，

可持续性评价方法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本书属于可再生资源丛书之一，同时
也是２００６年出版的《可再生技术：可持续
性评价》一书的续集和更新，作者是来自

北美、南美、欧洲、亚洲和大洋洲学术界、

政策研究和商业领域的专家。本书主要

介绍可再生产品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日

趋重要的角色，重点强调在可再生技术的

研究阶段可持续原理的重要性，介绍了适

用于可再生技术的一系列可持续性评价

方法，并通过案例展示其应用。

　　全书内容共分为２４章：１．生物质在未
来资源供应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前景和陷

阱；２．光伏、风能和地热在可再生能源发
电中日益增长的作用；３．整体过程设计中
的可持续性评价；４．满足市场需要的利用
可持续可再生资源实现化学合成的物料

平衡算法；５．研究开发早期阶段的可持续
性评价：五要素法；６．土地利用的可持续
性评价：系统论方法；７．水利用分析；８．食
品生产和消费的物质强度；９．物料和能量
流分析；１０．有效能和累计有效能利用分
析；１１．用于可再生产品和过渡到２０５０途
径的碳和环境印迹法；１２．利用生态印迹
统计跟踪生物容量的供应和需求；１３．商
业和政策的生命周期评价和可持续决策

支持；１４．生命周期成本核算；１５．社会生
命周期评价：方法和实践；１６．生命周期评
价：太阳能利用技术；１７．地热利用的可持
续性评价；１８．陆地生物质制生物燃料：巴
西甘蔗生物炼制的可持续性评价；１９．前
景光明的生物原料：藻类；可持续性生产

过程探索和市场应用；２０．生物基和化石
燃料基琥珀酸的生命周期评价；２１．生物
基聚氯乙烯（ＰＶＣ）；２２．木材梯级利用评
价；２３．生物基包装材料的动态生命周期
评价；２４．结论。
　　本书读者对象包括环境、生态、能源
领域的专业人员、学者和政策制定者。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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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反应器
设计，运行和新兴应用

Ｃａｒｌ?ＦｒｅｄｒｉｋＭａｎｄｅｎｉｕｓ　　编
　　生物反应器是生物工程的核心设备，
其结构和型式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生物

加工过程的效率，有关生物反应器的研究

一直是生物工程的核心问题之一，相关基

础技术研究、产品设计创新、制造技术革

新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热点。鉴于

生物反应体系的多样性和目标的复杂性，

生物反应器种类繁多。随着各类生物培

养过程的发展，围绕着生物反应器如何为

生物过程提供最优化反应环境而进行了

大量的改进和结构上的创新。

　　本书是有关生物医学和化学工业中，
用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生物反应器设

计和操作面临挑战和机遇的最新研究成

果汇总。

　　在内容上，全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不仅介绍前沿技术：一次性生物反应器、

生物反应器仿真机、软传感器的监测；而

且也通过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案例讨论了

新的应用，如干细胞生产、过程开发、多产

品反应器，特别关注对生物反应器设计日

益重要的最新进展，包括培养介质设计、

系统生物学等前沿技术和未来发展趋势。

　　全书内容共有１６章：１．生物反应器设
计和运行的挑战；２．用于筛选和过程开发
的微生物反应器系统的设计和运行；３．芯
片生物反应器；４．满足细胞疗法需求的规
模制造；５．人工肝脏生物反应器设计；６．
用于多潜能干细胞扩增和分化成心肌细

胞的生物反应器；７．在连续生物反应器中
培养截留干细胞；８．在重组蛋白质生产中
通过生物反应器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应对

生理应激；９．一次性生物反应器的设计、
应用和开发；１０．生物反应器设计的计算
流体动力学；１１．生物反应器放大和缩小
的方法论；１２．生物反应器和下游过程的
集成；１３．生物反应器监测和控制的多变
量模拟；１４．生物反应器监测和控制的软
传感器设计；１５．生物反应器介质开发和
优化的实验设计；１６．生物反应器运行培
训仿真机。

　　本书读者对象包括生物工程、生物化
学工程等专业从事研究和应用开发的专

业技术人员和博士、硕士研究生。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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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ｅｒＤｏｎｏｖａｎｅｔａｌ

Ｃｏｄｅ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８２７８?３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８２７８３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８２７７６

太平洋战争中的密码破解
ＰｅｔｅｒＤｏｎｏｖａｎ等　　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电报和无线电
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被用于军事中，

产生了密码加密与破解及情报学，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独树一帜地从二战中几个主要国家

的军事实力发展、战争进程及电报和无线

电技术发展几个维度，为读者详细并生动

地阐释了二战中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中的

密码破解对于战争的持续时间、战争导向

和战争最终结果所起到的巨大影响。本

书摆脱了简单地就技术发展行文方式，结

合军事实力和战争进程等维度展开，形成

了全新的视角，使读者对太平洋战争史和

电报及无线电技术发展史间相互影响有

更清晰地认识。

　　全书由六部分组成，共２３章。第一部
分 演变，包含第１－７章：１．通信和信号情
报。本章简述了电报与无线电通信系统

的早期发展及利用信息拦截技术获取有

外交价值的情报，然后介绍了现代信号情

报的诞生；２．日本于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４１年间
的扩张。介绍了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陆

军及海军力量的实力成长，随后描述了太

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实力及扩张野心

的增长；３．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４１年间政府参与
加密编码训练；４．威廉·弗里德曼与美国

海军；５．美国早期海军信号情报；６．澳大
利亚的发展情况；７．防备攻击；介绍了自
日本袭击珍珠岛港后美国所采取的相关

措施。第二部分 技术部分，包含第８－１５
章：８．主要加密系统。介绍了几种在二战
前及二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加密系统；９．
ＪＮ?２５系列编码及其解密分析；１０．采用公
共编码组；１１．码本恢复；１２．破解带有附
加信息的加密系统；１３．附加信息系统安
全策略；１４．冗余加密；１５．扫描分布。第
三部分 加密与潜艇，包含第１６章：１６．加
密与潜艇。讨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

潜艇对于战争的胜利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介绍了二战中美国潜艇舰队的相对成功

的数据，然后详细地阐述了美国和德国的

潜艇舰队型号及相关资料。第四部分 有

关组织，包含第１７－１９章：１７．１９４２年至
１９４５年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介绍了由
中央情报局官方披露的文件中提及的相

关行动，并简述了中央情报局的发展；１８．
组织与重组。介绍了情报机关的相关组

织，并阐述了重组的原因及结果；１９．安
全、审查与泄露。介绍了几起成功的情报

行动，并详细地阐述了其中的关键影响因

素。第五部分 结论，包含第２０章：２０．结
论。介绍了所述材料来源于解密的档案

文件及在分析过程中所需要的相关专业

知识，并给出了情报的获取及使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战争的持续时间、走向及最后

的结果，讨论了相关专业究竟该如何做出

选择并采取行动。第六部分 背景，包含第

２１－２３章：２１．从珍珠港到中途岛。介绍
了太平洋海战的起因及发展过程；２２．瓜
达尔卡纳尔岛和巴布亚。介绍了澳大利

亚在太平洋海战中所起到的作用；２３．拉
包尔（Ｒａｂａｕｌ）和菲律宾。
　　本书适合从事密码学、数学、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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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气工程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

究生阅读和参考，并可以作为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发展进程、太平洋海战及其中著名

战役、世界发展史研究感兴趣的其他读者

的参考书。

张进兴，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

ＡｍａｎｄａＳｔｅｎｔｅｔ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０７０１００２４

交互式系统中自然语言的

生成
ＡｍａｎｄａＳｔｅｎｔ等　　编著
　　最近谷歌ＡｌｐｈａＧｏ与韩国棋手李世石
的人机大战改变了人们对于 ＡＩ的传统观
念。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波以 ＡＩ为核心概
念的创业公司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说

起ＡＩ不得不提到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
由现代计算机科学之父英国人阿兰·图

灵写于１９５０年的一篇论文《计算机器与
智能》提出的。图灵测试会在测试者与被

测试者 （一个人和一台机器）隔开的情况

下，通过一些装置（如键盘）向被测试者随

意提问。问过一些问题后，如果被测试者

超过 ３０％的答复不能使测试人确认出哪

个是人、哪个是机器的回答，那么这台机

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

能。目前很多研究者都在尝试设计自然

语言生成系统以提升人机交互体验。本

书正是这方面的一部专著。

　　全书分为５大部分，共１３章：１．引言，
对全书的结构进行了概要介绍。第１部分
联合构造，含第２－４章：２．交流的目的以
及自然语言生成；３．在对话中追求和表现
理解；４．对话和复合贡献（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第２部分 自动参考，含第５－
６章：５．可参考性；６．交互过程中的参考表
达式生成：一种基于图的视角。第３部分
处理不确定性，含第７－８章：７．交互系统
中自然语言生成的增强学习方法；８．情景
语言生成中的关联学习。第４部分 交互
度，含第９－１１章：９．语体控制（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ｙ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的数据驱动方法；１０．在虚拟
角色的行为模型中整合文化因素；１１．增
强和辅助技术中的自然语言生成。第５部
分 评价与共同任务，含第１２－１３章：１２．
通过眼部跟踪在线估计语音合成中的韵

律；１３．交互系统自然语言生成的比较评
价与共享任务（ｓｈａｒｅｄｔａｓｋｓ）。
　　本书是自然语言生成方面的一部专
著，每一章都由若干位该领域著名的研究

者共同撰写。本书的两位编著者都是

ＡＴ＆Ｔ实验室的研究员，在自然语言生成、
问答系统、自然语言翻译等领域有多年的

研究积累。本书非常适合相关专业的研

究人员和学生阅读参考。

张志斌，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ｂ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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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ｗａｒ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５４４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９９８３０４

先进生物电子材料

Ｔｉｗａｒｌ　　著

　　学科交叉对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

并不陌生的词汇，它在细化了我们的研

究方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创新的

活力。生物电子学就是一个交叉学科，

它在给医学和电子学注入活力的同时，

也给那些不幸的病人们带来了福音———

心电图和心脏起搏器，许多人的生命因

此得以为继。近些年来，生物电子学的

多样化、多学科交叉化趋势愈加明显，

尤其是纳米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强

强联合，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它下一波

高潮的到来。

　　本书包含 ３部分共计 １４章。第 １

部分 生物电子学的新进展，含１－４章：

１．蛋白质基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中的

微米及纳米电极在生物医学和其它方

面的应用；２．分子结合系统中可免标明

检测的射频生物传感器；３．亲和性生物

传感：分子诊断中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

新发展；４．生物传感器的电聚合材料。

第２部分 生物传感器中的先进纳米结

构，含５－８章：５．石墨烯基电化学平台

在生物传感器的应用；６．生物中的荧光

碳点；７．纳米结构材料中的酶传感器；

８．基于壳聚糖纳米复合材料的生物传

感器。第 ３部分 系统的生物电子学策

略，含９－１４章：９．双层类脂膜构造：一

种战略技术评价方法；１０．生物传感器

在食品检测方面的新发展。包括转基

因有机食品的检测；１１．ＤＮＡ传感器的

数学模型和传感参数计算；１２．用于生

物分子传感的碳纳米管和醋酸纤维素

复合材料；１３．对可用于能源转换传感

器、环境等电子中的金属石墨烯复合材

料绿色合成的回顾；１４．离子交换———先

进材料的开放性窗口，及其在药物和医

学中的应用。

　　本书主要介绍生物电子材料的一

些科研进展，涉及的学科有物理学、化

学、医学、生物学、电子学、材料学等多

门自然学科，因此对读者的知识面要求

比较高，但是阅读难度不是很大。适合

作为生物电子学等材料类和医学类的

研究人员作为工具书和入门读物使用，

也适合一般的其他学科的读者作为了

解生物电子学领域的科普读物使用。

方　智，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ＦａｎｇＺｈ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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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ａｃｈｉ

Ｅａｒｔｈ?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Ｓｏ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Ｃｕ２?Ｉｉ?Ｉｖ?Ｖｉ４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
２０１５；５２８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５２７７７

富足的太阳能电池材料

铜基四元半导体Ｃｕ２?ＩＩ?ＩＶ?ＶＩ４
Ａｄａｃｈｉ　　著
　　能源问题由来已久，发展绿色环保新
能源是解决能源紧缺问题的重要措施之

一，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发展

太阳能一直是能源行业的热门方向。光

伏发电技术作为一种直接将太阳光能转

化为电能的发电技术，是近些年实验室研

究和商业化生产的热点。光伏产业的核

心问题是提高光伏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

降低原料成本，提高光伏发电同传统发电

技术的竞争力。光伏发电技术的核心是

光伏电池，其中薄膜光伏电池以其材料上

和结构上双重决定的优良光吸收性能、廉

价的生产成本而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

各种薄膜光伏电池材料中，类金刚石结构

的铜基四元半导体又具有许多独特的优

点，因此基于这类材料的光伏电池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本书主要介绍类金刚石结

构的铜基四元半导体Ｃｕ２?ＩＩ?ＩＶ?ＶＩ４。
　　本书共分为２部分，第１部分 即第１
章介绍了铜基四元半导体材料 Ｃｕ２?ＩＩ?ＩＶ?
ＶＩ４的核心性质，重点介绍 Ｃｕ２ＺｎＳｎＳ４和
Ｃｕ２ＺｎＳｎＳｅ４四元半导体，其核心性质为：

（１）具有直接带隙，光吸收能力比同类材
料高；（２）含有多种不同的元素，容易实现
固熔，在材料设计和优化改性方面具有很

大的自由度；（３）可以很好地沉积在玻璃
表面，有利于批量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

（４）对高温和宇宙射线辐射等恶劣气象条
件的适应性强，其长期稳定性在目前常用

材料中最好；（５）除了 ＣｕＧａＳｅ２材料总是
为ｐ型外，其它多数材料通过本征掺杂就
可以得到ｎ型或者 ｐ型性质；（６）材料的
电导率在很大范围内可调，可以通过简单

地改变阳离子的混合比例或者引入缺陷

来实现。第２部分 展示了一系列铜基多

元半导体在各种基础研究和装置应用方

面的材料参数以及功能特性，含第 ２－７
章：２．大部分多元化合物、其固熔体及其
纳米晶材料的结构特性；３．固熔体的热性
能，包括熔点相图、材料的德拜温度、热扩

散系数；４．弹性性能、机械性能、晶格动力

学特性；５．电子能带结构推论，介绍了直
接带隙、间接带隙间接带隙、纳米晶带隙、

电子系和力、肖特基势垒高度；６．光学性
能，内容包括剩余射线区、基本吸收边和

带间跃迁；７．载流子传输性能，介绍了受
主的霍尔系数、电阻系数、少数载流子的

迁移以及晶界的作用。这其中大部分的

性能都与材料中特殊的杂质和缺陷有关，

不过本书没有介绍铜基多元半导体的缺

陷。本文在描述铜基四元半导体 Ｃｕ２?ＩＩ?
ＩＶ?ＶＩ４的材料参数和材料性能方面基本
都采用图表结合的方式来解释重要理论

和实验数据。

　　本书的主角铜基四元半导体材料Ｃｕ２

?ＩＩ?ＩＶ?ＶＩ４具有很强的学科性和专业性，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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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书的内容也较深，因此只适用于科学

家和工程师，特别是多元半导体物理领

域、光电领域和太阳能电池装置领域的科

学家和工程师。

段美红，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ＤｕａｎＭｅｉｈｏｎｇ，ｍａｓ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

Ｃｈｅｎｍｉｓｔｒｙ，ＣＡＳ）

Ｘｉｎ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Ｎａｎ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１５；３２６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５２７３３６６６１

用于先进能量转换的纳米

碳材料

Ｘｉｎ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著

　　能源问题是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日

渐拮据的传统能源、日益增长的全球能需

和日益加重的气候问题均把寻找新的可

再生能量转换技术的课题推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度。电化学能量转换系统是

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包括燃料电池、太

阳能电池、光催化分解水等众多我们耳熟

能详的技术。为了实现高效的能量转换，

虽然技术在变，但是对良好电化学性能的

先进材料的需求没变。在新型能量转换

材料的探索进程中，纳米技术作为一项新

兴技术为其打开了新的天地，而碳纳米材

料则是在这股潮流中的重大发现。

　　本书共含１１章：１－４．依次介绍了氧
化还原反应中作为电化学催化剂的碳纳

米管、石墨烯、纳米多孔炭和纳米碳基普

通金属催化剂这四种常见的异质原子掺

杂纳米碳材料在不同能量转换系统中的

应用；５．对氧化还原反应中的纳米碳基普
通金属催化剂进行的包括拉曼光谱、Ｘ射
线能谱、电子顺磁共振光谱等的光谱分析

方面的介绍；６．石墨烯作为氧化还原反应

中的电化学催化剂的强力支撑，可以合成

石墨烯基金属催化剂，且既可以是单金属

也可以是双金属，还可以和氮等非金属元

素进行掺杂作为电化学催化剂使用，应用

面极广；７－８．依次介绍了纳米碳基氧化

还原催化剂在金属空气电池和微生物燃

料电池中的应用；９－１０．太阳能电池中纳
米碳材料的应用，第９章重点关注硅基太
阳能电池，第１０章重点关注石墨烯作为透
明电极的太阳能电池；１１．此部分把目光
放到了光催化分解水中的碳氮化合纳米

结构，作为一项被寄予厚望的下一代清洁

能源，光催化分解水得到的太阳氢能无污

染、可再生且原材料（太阳能和水）丰富，

因此对光催化剂的研究是一个相当热门

的方向，本部分重点介绍了纳米碳氮化合

物的合成策略、特定的结构、性质和光催

化活性。

　　本书涉及的内容是目前比较热门的
能量转换材料，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物理

学、化学、材料学、纳米技术等背景知识，

但是作为一本综述类型的书籍，内容比较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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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阅读难度不是很大，适合作为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学习使用，适合作为研究人

员参考用书，也适合那些需要了解能量转

换领域基本情况的非专业人员阅读科普

使用。

方　智，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ＦａｎｇＺｈ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ＡＳ）

ＰａｓｃａｌＧｒａｎｇｅｒｅｔａｌ

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１０５６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５２７３３７６３７

钙钛矿及其相关的混合氧

化物
概念和应用

ＰａｓｃａｌＧｒａｎｇｅｒ等　　著
　　钙钛矿物型的混合氧化物因其具有
天然钙钛矿物（ＣａＴｉＯ３）结构而命名。在
标准的钙钛矿物结构中，通式是 ＡＢＯ３，属
于六方晶系。ＡＢＯ３型钙钛矿物氧化物及
其相关结构因其在介电、铁电、热电、催化

和超导等方面的丰富性能和效应，成为了

科研工作者关注的热点和前沿课题。与

此同时，在 ＡＢＯ３中 Ａ位和 Ｂ位阳离子部

分取代又可以合成多组分的钙钛矿型复

合金属氧化物。这套综合性书籍聚焦钙

钛矿及钙钛矿型复合氧化物，向读者提供

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并展现了钙钛矿和钙

钛矿型复合氧化物在使用上的潜力和

挑战。

　　这套书分为上下两卷，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在第１卷中呈现，先总结从高温
熔盐法到深胶凝胶法不同合成方法，然后

着眼于这些方法在电子学、能源采集、电

动力学和超导方面的相关应用，含第１－
１５章：合理设计分子结构及其相关的物理
性能。这一部分向读者总结了从高温熔

盐法到胶体晶体模板法等不同的合成方

法的最新进展。１．固相化学反应和软化
学反应；２．机械化学；４．气溶胶喷雾合成；
５．微波和超声波辐射合成；７．薄膜和超晶
格的合成等方法。这些方法是通过三维

有序的介孔材料来控制其组分和质构特

性。与此同时，用于表征这些多功能材料

的理化技术及其原理、相关示例也被详细

的描述。钙钛矿及其混合氧化物的氧传

输已经成为重要课题，因此它被用于优化

广泛的技术并产生了丰富的应用。８－
１４．电学和磁学性能材料的氧扩散性能在
固态电解质膜和电化学膜反应器领域有

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

广泛关注。１５．作者饶有兴趣的向读者介
绍了从头算法和密度泛函方法的理论背

景，突出使用其进行计算了一些实际方

面。与此同时还对其在结构模型，性能预

测和评估钙钛矿及钙钛矿型复合氧化物

方面作了分析和讨论。

　　本套丛书的第２卷中包含了第２和第
３部分。第２部分 主要介绍钙钛矿物及
钙钛矿物型复合氧化物在催化领域的应

用，含第１６－３０章：钙钛矿物及其混合氧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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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在催化领域的应用。１６．甲烷在钙钛
矿上的燃烧；１７．有机挥发物的完全氧化；
１８．重烃和芳烃的完全氧化，都是钙钛矿
物在催化领域的应用。但是作者又不仅

仅局限于碳氢化合物的完全氧化、甲烷干

重整和脱氮等应用。迄今为止，大部分关

于催化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一个相对

高温下的甲烷的转变过程上（燃烧、蒸发、

干重整、氧化偶联等）。最近许多研究致

力于发展纳米结构反应器及其相关应用。

现在，利用甲烷和沼气作为化学工业的原

料，有可能作为化石燃料的添加剂或者是

最终取代由石油化学工业生产出来的中

间产物。这也让研究者对于这类材料有

了新的兴趣。钙钛矿物及钙钛矿物型混

合氧化物也被用在环境保护（如催化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Ｎ２Ｏ和氮氧化物的减排过
程）。在许多例子当中，关于介面和表面

机理中富有争议的论述仍在讨论当中，并

一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然而大

量的实例是关于高温催化方面的应用，这

些固体材料作为载体呈现出优异的性能，

尤其在促进惰性金属基催化剂增强耐热

能力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惰性金属的颗

粒尺寸与钙钛矿物相互影响比在三相条

件下散布在传统铝载体的影响小得多。

２５－３０．钙钛矿物及钙钛矿物型混合氧化
物在以上方面的应用。如：第２８章介绍了
钙钛矿在费托合成中作为催化前驱体的

应用，第３０章介绍了钙钛矿物在光催化辅
助过程的应用。

　　第 ３部分，是本书的总结和展望部
分，含第３１－３９章：从合成到反应设计的
未来前景。主要描写了化学反应器的发

展和基于新型钙钛矿物的相关应用，如燃

料电池、高性能陶瓷膜等。这一部分还讨

论了新的合成途径以及混合催化体系的

发展趋势，详细阐述了微结构的纳米设计

膜反应器用于控制催化反应的热力学和

动力学过程。

　　本套书的第一作者 ＰａｓｃａｌＧｒａｎｇｅｒ就
读于法国普瓦提埃大学，并在１９９２年获得
了应用化学的博士学位。ＰａｓｃａｌＧｒａｎｇｅｒ
在里尔大学作完博士后之后在那里供职，

并在２００３年成为了一名正教授。现在他
是里尔大学固态化学和催化实验室的学

术带头人，致力于非均质催化反应的机理

和动力学研究。

　　本书清晰地阐明了这些材料在结构
性能和应用方面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材料

科学、催化和物理化学领域的学者、教授

和研究生非常重要的工具和参考资料。

郭抒，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ＧｕｏＳｈｕ，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Ａ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Ｂｉｓｈｏｐ

Ｒｏｌｌ?Ｔｏ?ＲｏｌｌＶａｃｕｕｍＤｅ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ｒｒｉｅｒ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３２０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９４６１４５

防蚀 涂 层 的 卷 对 卷 真 空

沉积
第２版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Ｂｉｓｈ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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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蚀材料，顾名思义就是防止物质被
腐蚀的材料。在食品包装领域，新型聚合

物包装材料发展势头良好，其在具有光屏

蔽性的同时还具有其他的优良性质，然而

如何对新型聚合物进行商用化应用是一

个难题。我们知道卷对卷真空沉积镀膜

技术在金属涂层和类玻璃涂层方面应用

已有多年，但是在防蚀材料领域还是近乎

空白，现有镀有防蚀涂层的聚合物材料在

食物打包行业得到成功应用的案例，不仅

提高了食物的保鲜期还降低了食物包装

的成本。作者将在本书中带领我们领略

这门神奇的技艺。

　　本书共分为３部分，第１部分 作者分
享了许多防蚀涂层在食物保鲜方面没有

达到理想性能的案例，旨在找出理论与实

际不切合的问题所在，改善防蚀涂层的性

能，使其能在食物防腐方面得到更大的应

用，另外作者还介绍了许多已经在市场投

入使用的传统防蚀材料的性能检测技术；

第２部分 作者用了更大的篇幅来介绍卷
对卷真空沉积镀膜防蚀涂层的防蚀原理

以及真空沉积镀膜技术的操作细节，旨在

突出强调卷对卷真空镀膜防腐涂层在防

腐蚀方面的重要性，具体介绍了基底的表

面预处理、不同基底表面附着力的大小、

基底湿度与附着力大小的关系、内外涂层

的选择性和涂层增厚的参考方法，还介绍

了真空镀膜技术的操作过程，包括涂层的

成核、生长、修饰，基底表面热负荷的处

理，同时介绍了真空卷绕镀膜技术并提出

了该技术目前存在的技术问题以及相应

的一些解决办法，作者在第８章详细介绍
了电阻热蒸发源、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层

积、电子束蒸发源、感应加热式蒸发源、磁

控溅射沉积、原子层层积以及其他的层积

方法；第３部分 对基底的预处理、基底材
料的选择、涂布的选择、涂布增厚、多层镀

膜都分别作了总结，本部分也对全文进行

了概括性总结，提出镀膜的关键在于基底

的表面处理，基底表面任何的细微瑕疵或

者污染物都会减弱镀层的防蚀性，但同时

防蚀镀层的性能由镀层最初的缺陷决定，

无缺陷的镀层无长期的稳定性，虽然它开

始表现良好，但一旦出现缺陷镀层的性能

便会缺失。

　　本书内容极具针对性和交叉性，内容
涉及物理、材料、化学、冶金，作者用了大

量的图表来解释概念、操作过程和测试结

果，内容深入浅出。同时作者对采用卷对

卷真空沉积方法制作防蚀镀膜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本书既适合作

为镀膜方面的专业人士的参考书，也可作

为对镀层行业感兴趣的本科以上的人士

入门教材。

段美红，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ＤｕａｎＭｅｉｈｏｎｇ，ｍａｓ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Ｃｈｅｎｍｉｓｔｒｙ，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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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ｅｒＬｕｎｄｅｔ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２０１５；５６０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９５７８７５

生物能源的进展
面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ＰｅｔｅｒＬｕｎｄ等　　著
　　生物能源是指通过生物的活动，将生
物质、水或其他无机物转化为沼气、氢气

等可燃气体，或乙醇、油脂类可燃液体为

载体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既不同于

常规的矿物能源，又有别于其他新能源，

兼有两者的特点和优势，是人类最主要的

可再生能源之一，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研

究发展的重点。

　　生物能源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
挑战，如土地、原材料的使用，基础设施和

物流等，经常会导致相关机构和组织的利

益冲突。面对这些问题，本书通过客观、

广泛的论述，从技术方面、经济方面和政

策方面，为生物能源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

解答。本书综合了生物能源领域面对的

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权威的解读，详述了

生物质生产和能量转换的关键问题，还详

细介绍了国际科研的最新动态。

　　本书分为２大部分，共有３２章。第１
部分 是生物质转化中的创新，包含第１－
１５章：１．代谢工程，即生产生物燃料的技
术；２．纤维素乙醇生产过程中的水解与发
酵；３．自养生物燃料产生的脂质基液及其
性能，以及环境和能量的关系；４．交通领
域用燃料的生物质催化热解研究；５．一体

化生物质热解和加氢处理；６．交通领域用
燃料的生物质快速热解和加氢处理；７．生
物质气化合成燃料的合成与应用；８．生物
质原料制氢面对的挑战与机遇；９．改造生
物燃料生产氢气的方法；１０．菲舍尔?托转
化，即生物质合成气转化为液体燃料的过

程；１１．高温处理农业和能源作物，以及制
备生物燃料的关键因素；１２．第二代生物
能源的现状和发展；１３．生物精炼厂分离
技术的现状和未来，特别是基于膜的分离

技术 ；１４．室温催化，对未来绿色化学过程
的展望；１５．热电厂生物质与煤共烧的技
术方案、影响及未来展望。

　　第２部分 是生物质供给的挑战与对
策，包含第１６－３２章：１６．能源和土地利用
的现状和发展；１７．芬兰和瑞典森林能源
策略；１８．通过长期轮作林业增加生物质
的方法；１９．从寒带和温带森林采集生物
能源的残留量及回收率；２０．林木生物质
能源原料采集对供水的影响；２１．森林生
物能源项目管理的最佳实践；２２．从森林
获取可持续生物能源的有效管理原则；

２３．通过水平衡方法如何确定麻疯树和水
黄皮的作物系数；２４．巴西发展甘蔗源乙
醇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挑战；２５．瑞典制备
乙醇的气候效益、现状与展望 ；２６．小型秸
秆在挪威市供热供应链中的应用效果；

２７．爱尔兰针对２０２０年目标制定的推动本
土生物燃料生产政策；２８．瑞典基于当前
生产和未来计划制定的２０３０年生物燃料
发展策略；２９．土地、食品／燃料平衡关系
的建模方法；３０．生物燃料需求对农产品
价格的影响；３１．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可持
续发展标准；３２．各类利益相关者意见和
经验，并综述了系统地有效管理可持续生

物能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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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对象为新能源领域、生物领
域、工业工程领域、能源政策制定领域的

研究人员和工程人员。

宁圃奇，博士，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Ｐｕｑ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Ｄｕｆｏｕｒ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Ｂｉｏｍａｓ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ｓ
２０１６；１８８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８４８２１８２３９

用于能源和化学品生产的

生物质的热化学转化
ＡｎｔｈｏｎｙＤｕｆｏｕｒ　　著
　　与化石燃料相比，生物质在全球分布
更均衡，降低了为控制能源（如石油）带来

冲突的可能性，更有利于能源安全；与其

它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相比，生物

质能是非间歇性的。如果消除社会、经济

和政策障碍，生物质能可以满足全球２０％
的能量需求。

　　本书属于ＦＯＣＵＳ能源丛书之一，其内
容是著者在法国ＣＮＲＳ，Ｎａｎｃｙ领导的课题
组在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热化学转化领域

系列研究工作的结晶。全书内涵丰富、全

面，按生物质被氧化程度递减的顺序依次

介绍了生物质的燃烧、气化、热解和液化

等热转化过程；章节划分方式独特新颖，

按多尺度思路展开，由宏观到微观；文字

精炼，信息量大，书末附有详细的参考

文献。

　　全书核心内容共有４章：１．生物能链
和过程尺度。讲述对全球生物能链的模

拟，重点介绍自行开发的森林管理模拟软

件 ＣＡＰＳＩＳ，以及与通用模拟器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的联用，用于技术、经济、全生命周
期的评价；２．反应器尺度。本章是关于生
物质热转化的燃烧、气化、热解和液化反

应器，特别是双流化床气化炉的详细模

拟；３．颗粒尺度和介尺度。生物质颗粒内
物理?化学机理的探讨，首次应用１ＨＮＭＲ
和流变仪在介尺度层面研究生物质聚合

物网络的演变；４．分子尺度。探索一次热
解的化学机理，应用多种先进分析方法，

研究气相转化和催化反应的复杂分子

机理。

　　此外，在“引言”部分，综述了生物质
转化的主要技术路线，重点介绍生物质发

电、生物炼制和生物燃料油等内容；在“结

论”部分，对研究生物质热转化的多尺度

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今后生物质热

转化生产能源（燃料、电和热）和化学品的

发展方向。

　　本书的读者对象包括能源、动力、化
工、化学、环境等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

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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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ＣｈａｎｇＸｉ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Ｃｏａｌ
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ａｌ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７３３７?５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７３３７５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６２４７３３６８

煤的结构和反应性
典型中国煤的概观

Ｋｅ?ＣｈａｎｇＸｉｅ　　著
　　煤是主要的化石能源和化工原料，煤
的优化转化和洁净利用对能源和环境均

具有重要的影响。本书是煤科学领域内

关于煤结构与反应性的不多见的专著，集

中反映了作者长期的科学研究成果。内

容涵盖了煤的结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煤

在热解、气化、燃烧、解聚液化、溶胀、等离

子体条件下的反应性和测试方法，以及煤

的结构与反应性的内在关系。本书以大

量的实验事实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全面阐

述了实现煤优化转化利用所面临的三方

面基础关键内容：煤的结构特征；煤的结

构在煤的热转化过程中的演变；不同煤的

反应性的共性。

　　全书内容共分为９章：１．煤的地质特
征；２．煤的物理特征；３．煤的化学特征；４．
煤的热解反应；５．煤的气化；６．煤的解聚
和液化；７．煤的燃烧；８．煤的溶胀；９．煤的
等离子体反应。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煤科学与技术领
域、能源相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高等院

校煤化工、能源、煤炭相关专业的教师和

研究生。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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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ｕｋｕｒＩｎｇａｓ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Ｆｉ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２１９９７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２１９９７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２１９８０

隧道火灾动力学
ＨａｕｋｕｒＩｎｇａｓｏｎ等　　著
　　为了获得良好的隧道安全，消防安全
工程是必要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针对

现实世界中不断出现的事故的研究和分

析，增加了人们在隧道方面的消防安全知

识。本书的目的是让全球有关研究人员、

工程师和管理部门洞察隧道火灾现象和

其背后的物理原因。指导放热率、临界速

度，烟雾扩散等重要参数的计算，以及热

量，温度，热通量，火势蔓延，火焰长度以

及背后的原理。

　　全书共分１８章：１．引言，主要目的是
提出对隧道火灾动力学的理解；２．燃料和
通风控制火灾；３．隧道火灾试验；４．隧道
中的热的释放速率；５．隧道火灾事故的增
长率；６．设计火灾曲线；７．火灾的燃烧产
物；８．气体的温度；９．火焰长度；１０．热通
量和热阻；１１．火势蔓延；１２．烟雾分层；
１３．隧道火灾的通风；１４．能见度；１５．可维
持度（Ｔ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６．隧道中的灭火和检
测；１７．隧道火灾的计算流体建模；１８．扩
展技术。

　　书的每章均附有参考文献。
　　本书适合隧道火灾相关的研究人员、

工程师、教师和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吴永礼，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ＷｕＹｏｎｇｌ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ＤａｎＷａｎｇ

Ｓｕｂｌｉｎｅａ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０４４８２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０４４８２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０４４７５

亚线性算法在大数据中的

应用
王丹　　编著
　　对于大数据（Ｂｉｇｄａｔａ）Ｇａｒｔｎｅｒ公司给
出了这样的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

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

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

化的信息资产。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

据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数据技术

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

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

处理。换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

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

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

数据的“增值”。本书重点在于对应用线性

算法来管理大数据进行了简要介绍，通过

对线性算法的简介，解释了为什么其在大

７１

　　　国外科技新书评介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总第３４８期）　　工程技术



数据系统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并通过

三个实例进行分析说明。

　　本书共６章：１．引言：包括对大数据时
代的背景进行概要与分析，并对次线性算

法进行了说明，最后对本书章节结构进行

概括；２．次线性算法基础：顾名思义，本章
主要针对次线性算法，包括近似和随机

化、不等式和边界、线性算法分类说明等，

章节最后通过３个实例细化了算法的应
用方法；３．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包括无
线传感器网络的系统体系结构、准确性评

价以及数量查询、能耗分析与评价结果，

最后进行了总结与概括；４．大数据处理：
包括大数据处理的步骤、服务器负载均衡

的分析、基于采样的半在线算法介绍、实

验设置与性能评价等；５．智能电网中的应
用：首先概括其背景，之后通过智能仪表

数据分析、负荷曲线分类、差异化服务等

方面引入大数据应用，最后进行了性能评

价与总结；６．结束语：对本书内容进行总
结，提出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王丹教授为香港理工大学副教
授，ＩＥＥＥ的高级会员。从北京大学获学士
学位，从美国Ｃａ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获硕士学位，从加拿大ＳｉｍｏｎＦｒａｓｅｒ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获博士学位。目前的研究兴趣包
括绿色计算和大数据的处理。。

　　本书层次鲜明，由浅入深，并辅以实
例进行说明，是大数据处理与应用领域的

不可多得的好书，适合计算机科学、通信

和信号处理领域的研究生、研究人员或工

程师进行阅读参考。

李亚宁，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ＬｉＹａｎｉ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Ｓ）

Ｙａｓｓｅｒ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Ｔｏｗａｒ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Ｒｏｂｏｔ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５２３２?２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５２３２２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５２３０８

社交机器人的数据挖掘
走向自主的社交机器人

Ｙａｓｓｅｒ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编著
　　机器人在２０１５年得到快速发展，以扫
地机器人、娱乐机器人、社交机器人等为

代表的服务机器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

社交机器人是一种自主机器人，能够根据

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社交行为和规范，与人

类或其他实体进行互动与沟通。数据挖

掘（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是数据库知识发现中的
一个步骤。一般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通

过算法搜索隐藏于其中信息的过程。数

据挖掘通常与计算机科学有关，并通过统

计、在线分析处理、情报检索、机器学习、

专家系统和模式识别等诸多方法来实现

上述目标。本书探讨了一种完全基于自

治监督技术的社交机器人，并通过在心理

学、神经科学和数据挖掘的相关研究，提

出了一个自主的发展的方法，让机器人基

于时间序列分析与机器学习算法模仿人

类并学习互动行为。

　　本书共两部分，分为１４章：１．引言：简
要介绍相关背景及发展情况，包括机器

人、神经科学、心理学、数据挖掘、人机交

互等。第１部分 时间序列挖掘，包括第２
－５章：２．挖掘时间序列数据：包括时间序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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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生成过程模型、时间序列的表示与转

换、时间序列预处理步骤与方法等内容；

３．变异点的挖掘：包括马尔科夫流程方
法、双模型方法、随即过程的变化、ＣＰＤ算
法等；４．主题发现：包括三种算法的介绍、
随机序列和约束基序的发现，最后阐述了

在现实中的应用；５．因果分析：包括因果
关系发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收敛交叉

映射等。第２部分 自主社交机器人，包括
第６－１４章。６．社交机器人导论：包括工
程社交机器人、体系结构概述、Ｃ４认知结
构等；７．社交机器人与模仿：阐述了动物
与人类的模仿行为对社交机器人的启发；

８．理论基础：包括自主性、社会性和实施
性、指导原则、意向表述与建模等；９．互动
式控制架构：主要是平台及硬件架构的介

绍；１０．自然作用；１１．模仿学习：概述了机
器人的学习规则、算法及其实际应用；１２．
流体模拟；１３．示范学习：包括优化论证方
法、统计方法、符号化方法的介绍；１４．总
结：归纳概述全书，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

与愿景。

　　作者ＹａｓｓｅｒＭｏｈａｍｍａｄ博士是艾斯尤
特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数据挖掘及信息学领域的研究，曾获

ＩＥＥＥ／ＳＩＣＥＳＩＩ最佳论文奖、日本学术振兴
会长期奖学金。

　　本书条理分明、层层深入。对社交机
器人、数据挖掘及时间序列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概述，并涉及多学科交叉，将整体有

机结合，解决实际问题。是社会学、机器

人学、数据挖掘等相关方向的研究生与从

业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

李亚宁，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ＬｉＹａｎｉ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Ｓ）

ＤａｎｄａＢ．Ｒａｗａ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５２９９?８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５２９９８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１５２９８１

无线网络的动态频谱接入
ＤａｎｄａＢ．Ｒａｗａｔ　　编著
　　认知无线电（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ｏ，ＣＲ）的
概念起源于１９９９年 ＪｏｓｅｐｈＭｉｔｏｌａ博士的
奠基性工作，其核心思想是 ＣＲ具有学习
能力，能与周围环境交互信息，以感知和

利用在该空间的可用频谱，并限制和降低

冲突的发生。认知无线电的学习能力是

使它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的真正原因。

有了足够的人工智能，它就可能通过吸取

过去的经验来对实际的情况进行实时响

应，过去的经验包括对死区、干扰和使用

模式等的了解。这样，ＣＲ有可能赋予无
线电设备根据频带可用性、位置和过去的

经验来自主确定采用哪个频带的功能。

本书简要介绍了动态频谱接入次级用户

时，自适应资源分配方案（ＤＳＡ）对认知无
线电网络（ＣＲＮｓ）的服务质量要求、接纳
控制、功率／速率控制、干扰的限制，以及
对感知或主用户干扰频谱的影响。

　　本书共５章：１．认知无线电网络概述：
对认知无线电网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

介绍，包括认知无线电网络的系统模型、

频谱感知、主发射机／主接收机检测、干扰
温度管理，最后对本书写作的目的与挑战

进行分析，并对全书章节内容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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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认知无线电网络频谱底层资源配置：包
括网络模型和问题的提出，主要包含功率

控制和制定问题，然后进行了算法的设

计，并通过数据进行分析与总结；３．频谱
覆盖认知无线电网络中的资源分配：与前

章类似，包括网络模型与问题表述，并利

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进行算法设计，最后

通过数值分析得出相关结论；４．云集成地
理位置感知的动态频谱接入：介绍其系统

模型与计算平台，包括分布式计算与分布

式数据库，利用 ＤＰＡＧ算法并分析实验数
据；５．认知无线电车辆的资源分配：包括
其网络模型、连通性分析与数据结果

分析。

　　作者ＤａｎｄａＢ．Ｒａｗａｔ博士是南乔治亚
大学电气工程系助理教授，研究主要集中

在无线通信网络、网络物理系统和网络安

全，还包括认知无线电网络设计，分析和

评价、无线虚拟化、网络物理系统、软件定

义的无线接入网络、智能电网系统和车

辆／无线自组织网络。作者已经发表了超
过１２０篇的学术论文及８本著作，并一直
担任超过１０种国际期刊的编辑。
　　本书结构清晰，论述逻辑性极强。作
者通过博弈论的方法来解决分布式资源

分配问题，并利用数值与性能评估结果提

出了建议的方法。本书适合无线网络领

域工作、拥有先进水平的电子工程和计算

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或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李亚宁，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ＬｉＹａｎｉ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Ｓ）

ＡｓｈｉｓｈＴｅｗａｒｉ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Ａｅｒｏｓｅｒｖ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５；３９２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４５７６３４

自适应气动伺服弹性控制
ＡｓｈｉｓｈＴｅｗａｒｉ
　　航空工程是多学科的领域。气动伺
服控制（Ａｅｒｏｓｅｒｖ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考察的对
象是具有主动控制系统的柔性气动弹性

结构，是现代和未来飞行器的重要课题。

这样的控制系统能用于减轻载荷，并扩展

颤振稳定性的边界。出现在结构、空气动

力学和控制系统中的非线性和非确定性

使本来就很困难的问题增加了挑战性。

　　本书从控制设计的角度来讨论气动
伺服弹性（Ａｅｒｏｓｅｒｖ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ＳＥ），在理论
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一系列自适应控制手

段来解决ＡＳＥ设计的实际问题。
　　这是第一本讨论自适应气动伺服弹
性的书，提出了一种用于自适应控制非确

定性的气动弹性动力学的非线性和递归

的方法，它不要求运用精确的非定常空气

动力学和结构动力学的模型。一个采用

非定常空气动力学的理性泛函近似（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ＦＡ）的线
性化气动伺服弹性（ＡＳＥ）模型基准（ｂａｓｅ
ｌｉｎｅ），产生一种应用于自适应控制设计的
标称的状态?空间模型。ＡＳＥ设置具有非
决定性的参数，而它们在闭合回路中按照

在线的自适应规划连续地对参数进行修

正，用来补偿激波和分离流等非模型化的

效应，而不必运用 Ｅｕｌｅｒ方程和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实时计算。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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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的主要部分包含动力学的气
动弹性模式的在线识别。典型的机翼断

面以及三维机翼的实际ＡＳＥ设计，其范围
从不可压缩到跨声速，是由基于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稳定性定理而具有递归性和非线性的反

馈控制技术实现的。带有飞行参数的线

性和非线性ＡＳＥ控制定律的鲁棒自适应，
是由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ｍｏｄｅ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自我调谐调节器、描述函
数（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和递归后退（ｒｅ
ｃｕｒｓｉｖｅ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等方法实现的。
　　作者 ＡｓｈｉｓｈＴｅｗａｒｉ是坎普尔印度理
工学院（Ｉｎ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空间
工程系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飞行力

学和控制，出版过５本专著，包括：Ａｅｒｏｓｅｒ
ｖ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ｉｒｋｈｕｓｅｒ，Ｂｏｓｔｏｎ，２０１５）；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ａｎｄＲｏｃｋｅｔｓ
（Ｗｉｌｅｙ，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１）等。
　　本书目录：１．引论；２．线性控制系统；
３．气动弹性建模；４．颤振的主动抑制；５．
自我调谐调节器；６．非线性系统的分析和
设计；７．非线性振荡系统和描述函数（Ｄｅ
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８．气动伺服弹性系统
的模型参考自适应（Ｍｏｄｅ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ｄ
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９．自适应的后退控制；１０．非确
定非线性系统的自适应控制；１１．跨声速
的自适应气动伺服弹性。附录 Ａ理想非
定常空气动力学的解析函数；附录 Ｂ亚声
速非定常空气动力学中的Ｐｏｓｓｉｏ积分方程
的解；附录Ｃ改型的 ＤＡＳＴ?ＡＲＷ１机翼的
颤振分析。

　　本书适合飞机设计专业的研究人员、
工程师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谈庆明，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Ｔａｎ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ＰａｕｌＫｅｎｇ?ＣｈｉｅｈＷａｎｇ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ａｔｈ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９７７９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９７７９４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３１９０９７７８７

基于可视性的最优路径与

运动规划
ＰａｕｌＫｅｎｇ?ＣｈｉｅｈＷａｎｇ　　编著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加速
了计算机及机器视觉的发展，计算机视觉

是使用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对生物视觉的一

种模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采集的

图片或视频进行处理以获得相应场景的三

维信息，就像人类和许多其他类生物每天

所做的那样。如今机器正在试图模仿人类

和许多生物，如昆虫的视觉。如今的机器

视觉正在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本书中，作

者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去考虑“视觉”，

构成视觉的基本元素的“眼睛”可能与利用

声波、电磁或其他形式的机器与环境相互

作用的传感器相对应。用于处理各种可视

性为基础的路径和运动规划问题，如行星

表面的勘探和测绘、使用固定或移动机器

人进行环境监测、全球空气／污染物循环成
像等。

　　本书共６章：１．引言：主要是一些应用
问题的介绍与概述，包括行星表面映射、

三维物体的观测、活细胞成像、微分布式

系统健康监测与控制、全球大气环流的光

学成像、小行星观测及结构化网络的路径

规划等；２．数学预备知识：包括观察对象、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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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性的概念、复杂对象的观测等；３．静
态最优能见度问题：包括单点／多点静态
最优能见度问题、相关算法与实例剖析；

４．基于可视性的最优路径规划：包括二
维／三维物体的观测：最优性条件、算法与
计算实例；５．基于可视性的最优运动规
划：包括解的存在性、最优性条件、小行星

观测的最优运动规划问题、实时观测运动

规划等；６．多个观测器协同与非协同运动
规划优化：包括不同情况下研究问题的介

绍、通信延时观测器的设计、基于可见性

的广义最优路径运动规划问题。

　　作者ＰａｕｌＫｅｎｇ?ＣｈｉｅｈＷａｎｇ现为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

　　本书从应用数学的诸多领域，如计算
几何、集覆盖、非光滑优化、组合优化和最

优控制等对所述问题进行了分析，由简单

的例子入手，不断深化。每一章都有一个

专门的参考书目及练习题，读者可以对所

研究的问题进行跟踪。本书适合工程、计

算机科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学生和研究

人员阅读参考。

李亚宁，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ＬｉＹａｎｉ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Ｇｒｅｌｕ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ａｖ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ｒｅｓｏ
ｎａｔｏｒｓｔｏＦｉｂｅｒＬａｓｅｒｓ
２０１５；４５６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５２７４１３３２４

非线性光学腔动力学
从微谐振腔到光纤激光器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Ｇｒｅｌｕ　　编著
　　光通过非线性光传播介质时会发生
一次转变，进一步讲，当光反复循环地通

过一段非线性光学介质，光一定会发生数

次甚至无数次的转变，而这样的光学结构

就是“非线性光学腔”。它的光学特性复

杂却又神秘，吸引着人们一点点去翻开

它，了解它，使用它。本书著者 Ｇｒｅｌｕ教授
组织了十余个团队，从短小的微型腔到超

长腔长的光纤激光器，详细展示了非线性

光学腔近乎现有的所有类型及研究进展。

　　本书共有 １７章：１．由 Ｇｒｅｌｕ教授撰
写，叙述了本书的撰写目的并总述了全书

的主要内容；２．由 Ｃｏｅｎ等人撰写，主要介
绍克尔介质中的时域腔孤子；３．主要由
Ａｃｋｅｍａｎｎ等人撰写，介绍了大面积半导体
激光器中激光腔孤子的动力学及交互特

征；４．由 Ｂａｒｌａｂｄ等人撰写，从横向结构到
径向结构，再到延时系统，讲述半导体微

腔中的局部特征；５．由 Ｐｅｄｒｏ等人撰写，讲
述不同类及漂移情况下耗散孤子动力学；

６．由Ｈｅｒｒ等撰写，讲述光学微谐振器中的
耗散克尔孤子；７．由 Ｃｏｉｌｌｅｔ等人撰写，讲
述克尔光学频率梳动态体制方面的理论

与试验研究；８．由 Ｋｈｕｄｕｓ等撰写，主要介
绍微光纤及微环谐振器中的非线性效应；

９．由 Ｐａｓｑｕａｚｉ等人撰写，介绍基于非线性
微谐振器的谐波激光锁模；１０．由 Ｓａｎｃｈｅｚ
等人撰写，介绍被动锁模光纤激光器的耗

散孤子动力学；１１．由 Ｃｈａｎｇ等人撰写，介
绍光学腔中的爆炸孤子及Ｒｏｇｕｅ波；１２．由
Ｂａｂｉｎ等人撰写，介绍光纤激光器中耗散
孤子的模拟拉曼散射驱动发展；１３．由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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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ｎｅｌ等人撰写，介绍矢量固态激光器中
的同步性；１４．由 Ｗａｂｎｉｔｚ等人撰写，介绍
光纤激光腔的矢量模式与动力学问题；

１５．由 Ｅｇｏｒｏｖ等人撰写，介绍腔体偏振孤
子；１６．由Ｋｕｔｚ等人撰写，介绍如何利用数
据分析及计算工具表征复杂的腔体动力

学；１７．总结。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是多个优
秀的非线性光学腔动力学科研单位共同

努力的结晶，是一本非常不错的技术整合

文献。这本书有意搭建纯科研与实用化

之间的桥梁，为相关专业人员迅速了解整

个行业或该项技术提供机会。需要说明

的是，本文的理论性较强，并不适合初学

者作为科普性读物阅读。

王兆刚，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ＣｏｓｔａｓＤ．Ｍａｒａｎａｓｅｔ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２０１６；２８８Ｐ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２８４９９

代谢网络的优化方法
ＣｏｓｔａｓＤ．Ｍａｒａｎａｓ等　　著
　　代谢网络的分析和再设计经常需要
计算产品产率、预测基因重要性、辨识模

型中的网络差距、用实验数据修正偏差和

辨识改进网络，以达到增加产品产率的目

的。本书旨在利用数学规划的语言和工

具描述和求解以上常遇到的问题和任务，

按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对涉及的优化问题

进行了分类研究，包括线性规划、混合整

数线性规划，直到非线性规划和混合整数

非线性规划模型。

　　基于数学最优化的概念和表述，本书
作者提供了一套全面完整的用于代谢网

络的筛选、分析和再设计的计算工具的详

细教程。紧密结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各章

内容重点在于数学最优化方法的应用，对

其收敛性和优化定理的证明从略。每章

均有帮助读者加深理解的例题和习题，并

附有供下载用 ＧＡＭＳ软件求解例题用的
输入源文件。书末附有流行的最优化软

件ＧＡＭＳ的应用简介。
　　全书内容共有 １１章：１．数学优化基
础；２．线性规划和对偶理论；３．通量衡算
分析和线性规划问题；４．二元变量模拟和
混合整数线性规划基础；５．代谢网络的热
力学分析；６．代谢网络中增长预测不一致
性的解决；７．连结途径和目标代谢产物的
辨识；８．计算菌种设计；９．非线性规划基
础；１０．非线性规划在代谢网络中的应用；
１１．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应用。
　　本书可作为生物化学工程、生物、化
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

教材，对相关专业的研究技术人员也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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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Ｖ．Ｔｈｉ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０７０３４８８４

工程师的研究方法
ＤａｖｉｄＶ．Ｔｈｉｅｌ　　著
　　工科是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
础科学的原理，结合生产实践所积累的技

术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学科。代表性的学

科有土建类、水利类、电工类、电子信息

类、热能核能类、仪器仪表类、化工制药类

等学科。工科的培养目标是在相应的工

程领域从事规划、勘探、原材料的选择设

计、施工、研究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

工程技术人才。以上所述主要指传统工

科，此外还有新型工科。新型工科是指为

适应高技术发展的需要而在有关理科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新型工科教育需

要培养学生发现新的设计规律和原则，为

更好地能够开展创新性的工程技术工作，

打下扎实的理工基础。因此，研究能力是

新型工科教育的核心。本书从一般视角

介绍了工程师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

原则。

　　全书分为８章：１．工程师研究方法引
言；２．如何查阅文献并进行综述；３．设计
研究计划；４．统计分析；５．优化技术；６．对
研究方法进行综述；７．发表研究结果；８．
未来的道路。

　　目前中国正在大量培养工程师人才，
而目前我国具备研究能力的工程师比例

还不高。本书非常适合刚入学的研究生

阅读，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做研究以及如

何做研究。

张志斌，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ｂ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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