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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曙光初露，中国科技、教育面临重大改革和蓬勃发展之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
书》——这套凝聚了中国科学院新老科学家、研究生导师们多年心血的研究生教材面世了。
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研究生教材不足的困难，对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起着积极
的推动作用。
　　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新世纪，科学技术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和
不竭的动力，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而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决定因素是它所拥有的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我国要想在21世纪顺利地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邓小平同志规划的第三步战
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有
能力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科技大军，这是摆在我国高等教育面前的一项十分繁重而光荣的战略任务
。
　　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在建院之初就明确了出成果出
人才并举的办院宗旨，长期坚持走科研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发挥了高级科技专家多、科研条件好、
科研水平高的优势，结合科研工作，积极培养研究生；在出成果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研
究生。
当前，中国科学院正在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科学院要努力建设好“三个基地”的指示，在建设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的同时，加强研究生教育，努力建设好
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在肩负起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及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任的同时，为国家源源不
断地培养输送大批高级科技人才。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首要任务。
研究生教材建设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研究生教材的建设滞后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在科学前沿工作，同时又具有相当教学经验的科学家撰写
研究生教材，并以专项资金资助优秀的研究生教材的出版。
希望通过数年努力，出版一套面向21世纪科技发展、体现中国科学院特色的高水平的研究生教学丛书
。
本丛书内容力求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基础性，同时也兼顾前沿性，使阅读者不仅能获得相关学科的
比较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也能被引导进入当代科学研究的前沿。
这套研究生教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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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为现代分子光化学基础理论和典型的光化学反应机制综合分析与论述。
包括分子光化学导论；分子激发态的产生及其分子内物理衰变理论；激发态的能量转移与电子转移理
论；激发态反应动力学，特别侧重瞬态过程，涉及皮秒和飞秒过程动力学；光反应中间体和高级激发
态的光化学；光氧化反应；光环合加成反应理论与中间体的捕获；双键的光异构化反应。
第三部分是典型的光功能材料的综合论述。
包括有机光致发光材料与电致发光材料以及荧光探针和传感器件；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OLED)的研究
及其进展；有机光致变色与电致变色材料；有机光折变材料的新进展；有机金属配合物光功能材料；
非线性光学材料与微、纳米加工技术与工程；新型光信息存储材料、原理与器件；半导体、纳米材料
与分子器件；绿色能源化学一光电转换原理、器件与太阳能的利用。
    本书可供光化学、光物理、材料科学等光电子技术领域的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师使用，也可作
为理工科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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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分子光化学导论　　光化学是研究处于电子激发态的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物理化学性
质的科学。
现代分子光化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包括有机光化学、无机光化学、高分子光化学、生物
光化学、光电化学和光物理等门类。
现代光化学对电子激发态的研究所建立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大大开拓了人们对物质认识的深度
和广度，对了解自然界的光合作用和生命过程、对太阳能的利用、环境保护、开创新的反应途径、寻
求新的材料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新能源、新材料和信息处理新技术等高技术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国际光化学研究的新动向之一，是人们利用光化学多年来在理论上的积累，解决当前高技术发展过程
中所提出的种种新的课题。
例如，高效光电转换材料和太阳能的利用，高密度、大容量的光信息记录、显示和存储材料，有机非
线性光学材料，有机光导和超导材料，分子电子器件，高密度的超微细加工技术等。
所以，现代光化学是一门既有重大理论意义，又有应用前景的前沿学科。
　　本书将对光化学和光功能材料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讨论，为以后章节叙述的方便，本章将对
光化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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