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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等离子体科学》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于2004年组织专家组成“等离子体2010委员会
”编写的一份关于未来十年等离子体科学和工程领域发展的评估和前景的报告。
《等离子体科学》全面概述了1994～2004十年间等离子体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实际采用数据截
至2007年）。
《等离子体科学》除了总结等离子体科学近期进展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向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提出适
时改进管理结构以适应并进一步促进学科发展的建议，包括对各学科分支资助力度的加强。
这对于我国各级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等离子体科学》适合高等院校应用物理和核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阅读，同时适合作为政府
科技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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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2.5弥散性高气压非平衡等离子体的突现对研究和技术的日益重视已经孕育出能够在
准连续基础上工作的大尺寸、弥散的、高气压等离子体。
这些等离子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突破了传统等离子的定标关系和稳定性的限制。
不论是实际应用，还是作为未来低温等离子体科学研究的统一平台，它们都有着辉煌的前景。
2.3未来的机遇低温等离子体科学与工程不同于等离子体科学的其他领域，因为它需要将很大一部分资
源投到应用上而不是基础科学研究上。
在低温等离子体科学方面，通过资源配置带来了明显变化。
与为之所付出的努力相比，人们在将等离子体应用到解决工业实际问题上所付出的总的努力要大得多
。
因此，确定和关注那些对于整体领域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无法由行业来解决的科学机遇是至关
重要的。
确实存在着许多这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研究领域。
这种影响力不仅是对等离子体科学本身而言，而且也关乎机构的设置以及合作和资助的安排。
在前面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机遇，这里仅通过例子就某些具体的挑战加以阐述。
2.3.1等离子体与有机材料和活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离子体表面改性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样的等离
子体成分应被注入表面来实现预想的结果？
在表面改性过程中，有哪些成分会返回等离子体中？
等离子体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已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设想并安排弥散的高气压等离子体来提供注入
表面所需的特定成分的通量。
然而，目前除了用等离子体来消灭病原体之外（相对来说，这对等离子体的选择性不作要求），还不
清楚哪些成分和条件对生物体和生物相容材料有积极影响。
要想充分利用等离子体带来的生物技术上和医疗保健上的好处，首先是要了解生物相容性材料和活体
组织在与等离子体接触时的性态，哪些成分必须在等离子体中产生，哪些成分需要在生物组织的表面
（或内部）生成。
等离子体半导体处理技术的开发过程很值得借鉴。
早期在理想化系统上（高真空下，表面经过精心处理，自由基的通量得到良好控制）进行的刻蚀机制
的研究工作对这一领域仍具有持久的样板价值，尽管半导体处理化学的变量和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
半导体处理应用还使得等离子体科学家认识到等离子体中反应产物的重要性，一个例子是造成待制器
件的致命缺陷的颗粒物的形成。
等离子体的生物医学应用要用到替代生物材料，这种材料的鉴别对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将有很大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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