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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末，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发展，促进了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
的产生，催生了纳米物理学、纳米化学、纳米生物学、纳米材料学、纳米矿物学等新型学科。
培养一批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不同层次的纳米科技、纳米材料专业人才已成为各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
　　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是21世纪的新兴学科，为适应学科发展，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的，对一些内容进行了增删，注重现代科技、现代教学与时俱进发展的新成果。
　　2006年起，本书作者已在本科生、研究生中讲授纳米材料科学的相关内容。
近年来，作者在纳米科技和纳米材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和研究成果，并
作了认真整理。
本书共分为12章，主要内容包括：　　第l章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陈敬中编写），从纳米世界里的大
科学、纳米物理学、纳米电子学、纳米科技与医学、微型纳米机器制造、微观世界中的纳米结构等方
面，介绍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
　　第2章自然界中的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官斯宁、陈敬中编写），从自然界中的纳米科学、生物
纳米结构与纳米仿生材料、生物纳米材料中有机相的多功能性、自然界中的纳米材料、纳米仿生材料
科学、病毒的纳米结构及自然界中的矿物纳米结构，介绍自然界中的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
　　第3章纳米材料的结构及物理、化学性质（陈敬中编写），从物质结构对称新理论、新兴的纳米
材料科学、纳米物质结构单元、纳米微粒的基本理论、纳米微粒的物理特性及纳米微粒的化学特性，
介绍纳米材料的结构及物理、化学性质。
　　第4章纳米固体材料的微结构（陈敬中编写），从纳米固体的结构特点、纳米固体界面的结构模
型及纳米固体界面的研究方法，介绍纳米固体材料的微结构。
　　第5章纳米结构组装体系（陈敬中编写），从人工纳米结构组装体系、纳米结构自组装和分子自
组装合成、厚膜模板合成纳米阵列、介孔固体和介孔复合体的合成，介绍纳米结构组装。
　　第6章纳米微粒的制备与表面修饰（陈敬中编写），从纳米微粒的气相制备方法、纳米微粒的液
相制备方法、纳米微粒的固相制备方法及纳米微粒表面修饰，介绍纳米微粒的制备与表面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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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纳米材料科学导论(第2版)》符合教学要求，富有启发性，有利于学生素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理
论论证科学，实践性强，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国内外先进成果。
《纳米材料科学导论(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教学用书，也可供有关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参考。
    20世纪末，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的产生催生了纳米物理学、纳米化学、纳米生物学、纳米材料科学
等新型学科。
    《纳米材料科学导论(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介绍了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自然
界中的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纳米材料的结构及物理、化学性质，纳米固体材料的微结构，纳米结构
组装，纳米微粒的制备与表面修饰，金属纳米材料的晶体学，碳纳米球和碳纳米管，石墨烯的制备、
功能化及其应用，计算机中的纳米芯片，DNA联姻纳米技术，粘土矿物及其纳米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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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  1.1 纳米世界里的大科学  1.2 纳米物理学  1.3 纳米电子学  1.4 纳米科技与医
学  1.5 微型纳米机器制造  1.6 微观世界中的纳米结构第2章 自然界中的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  2.1 自然界
中的纳米科学  2.2 生物纳米结构与纳米仿生材料  2.3 生物纳米材料中有机相的多功能性  2.4 自然界中的
纳米材料  2.5 纳米仿生材料科学  2.6 病毒的纳米结构  2.7 自然界中的矿物纳米结构  2.8 生命起源中的纳
米尺度进程第3章 纳米材料的结构及物理、化学性质  3.1 物质结构对称新理论  3.2 新兴的纳米材料科学
 3.3 纳米物质结构单元  3.4 纳米微粒的基本理论  3.5 纳米微粒的物理特性  3.6 纳米微粒的化学特性第4章
纳米固体材料的微结构  4.1 纳米固体的结构特点  4.2 纳米固体界面的结构模型  4.3 纳米固体界面的研究
方法第5章 纳米结构组装体系  5.1 人工纳米结构组装体系  5.2 纳米结构自组装和分子自组装合成  5.3 厚
膜模板合成纳米阵列  5.4 介孔固体和介孔复合体的合成第6章 纳米微粒的制备与表面修饰  6.1 纳米微粒
的气相制备方法  6.2 纳米微粒的液相制备方法  6.3 纳米微粒的固相制备方法  6.4 纳米微粒表面修饰第7
章 金属纳米材料晶体学  7.1 纳米晶体  7.2 纳米晶体的多面体形态  7.3 纳米晶体的自组装  7.4 粒子的溶液
相自组装  7.5 纳米自组装技术  7.6 自组装纳米晶体的性能  7.7 模板辅助纳米自组装  7.8 纳米微粒多重分
数维准晶结构模型第8章 碳纳米球和碳纳米管  8.1 C60、Cn及其衍生物研究现状  8.2 碳纳米球和碳纳米
管的结构及特性  8.3 自然界的富勒烯碳球和碳管  8.4 碳纳米管——电子器件的新秀  8.5 纳米管的制备方
法  8.6 纳米管非电子器件的应用  8.7 碳纳米管的性质——向极限推进  8.8 新型碳纳米管第9章 石墨烯的
制备、功能化及其应用  9.1 碳元素及其石墨烯材料  9.2 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9.3 石墨烯带  9.4 石墨烯的修
饰  9.5 功能化石墨烯的相关应用  9.6 纳米石墨烯的未来第10章 计算机中的纳米芯片  10.1 第一代纳米芯
片  10.2 计算机全力加速  10.3 缩小计算机线宽  10.4 新老计算机的结合  10.5 计算机纳米芯片制造第11章
DNA联姻纳米技术  11.1 DNA纳米技术概述  11.2 分枝状DNA  11.3 系列六臂节点组成三维结构的分子晶
体  11.4 棒状条组成立方体dna分子模型  11.5 稳固的DNA序列  11.6 纳米机械  11.7 DNA用做触发器  11.8 
对未来的展望第12章 粘土矿物及其纳米复合材料  12.1 粘土矿物的晶体结构  12.2 粘土矿物的性质及胶
体化学  12.3 纳米复合的溶胶-凝胶法  12.4 插层反应法  12.5 插层复合方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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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3.2 细胞复制构想　　细胞制造各种成分有两步构想：第一步，利用简单的化学聚合反应来制
造线性大分子；第二步，制造能够自发折叠成三维功能结构的分子。
这两步不需要复杂困难的三维制造过程，它只要把许多氨基酸珠子串成一条多肽链，让这条链自组装
成一台蛋白质机器，最终的三维功能结构的信息就编码在这些珠子的顺序里。
细胞中三类最重要的分子即DNA、RNA和蛋白质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制造的，然后蛋白质再制造细胞中
的其他分子。
蛋白质也自发地同其他分子包括其他蛋白质、核酸和小分子等结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功能结构。
建造复杂三维结构的策略就是先合成线性分子，然后再进行不同程度的分子自组装，这种方法的效率
是极高的。
　　1.5.3.3 细胞分子催化剂　　细胞是促进化学反应发生，但本身又不参与反应的各种分子催化剂，
和其他功能性成分包括传感器、结构部件、泵和马达等组成的大系统。
细胞中的纳米机器绝大部分都是分子催化剂。
这些催化剂承担了细胞的大部分工作，主要包括：形成脂族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又自组装成把细胞
围起来的柔性薄片；制造自复制所需的各种分子成分；生产细胞所需的能量并调节其能量的消耗；记
录并存储档案信息和工作信息；使细胞内部环境的运行参数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
　　1.5.3.4 几种分子机器　　在细胞所使用的众多神奇的分子机器中，最重要的有四种，其中由rRNA
和蛋白质构成的核糖体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位于核酸与蛋白质（即信息与行为）之间的结合部。
核糖体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机器，它接受mRNA中存储的信息，并用它来建造蛋白质。
　　存在于植物细胞和藻类中的叶绿体是一种较大的结构，叶绿体内的分子阵列起着调谐光学天线的
作用，收集太阳光中的光子并利用它们来生产化学燃料。
这些化学燃料可以存储在细胞内，为细胞的众多功能提供动力。
叶绿体还把水转变为人类生命一刻也离不开的氧气，这当初不过是细胞在收集光的过程产生的一种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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