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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6年第一台扫描隧道显微镜（STM）的问世，使人们长期以来梦想直接观察到单个原子的愿望
变成现实。
原子力显微镜（AFM）及相关功能将功能新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
也引起了各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关注，现已成为用于功能材料表面、界面表征与其相关性能研究的一种
强有力的工具。
由于纳米结构的形态和尺寸直接影响着其本体材料的各种性质，因此，在纳米科技中，纳米检测和表
征是功用性很强且具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成为纳米科技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
随着人们对固体材料本质结构与性能认识的不断深化，推动了材料科学的不断发展。
纳米材料表现出一系列优异性能，可为下一代能源、信息和国防等高技术工业领域的发展提供新型特
种材料，并将为这些领域新兴产业的崛起开创新的机遇。
　　　　十几年来，作者应用AFM和STM，并结合分子力学计算方法等，对数十种功能材料在分子级
、纳米级水平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以三维角度作为主要视角，以实验事实为依据，从多方面探
讨了微观结构中形态与组分、性能的关系。
同时也从多角度探讨了与获得高分辨率结果有关的问题（如制备样品的方法、条件等纳米技术）;应用
扫描探针显微镜（SPM）技术与其相关功能（力曲线方法、相位成像和磁力显微镜等），并结合分子
力学计算方法，探讨了功能新材料的表/界面的微/纳米结构、组分与性能的关系和相关功能有机分子
的识别研究。
在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单个细胞（动/植物）的微区结构、单分子药物与细胞特异结合以及细胞与可降解
医用高分子薄膜的相容性等方面做了探索性研究。
最近做了初步总结和整理，把主要结果奉献给大家。
希望能够为从事化学、物理、生命科学及材料科学，尤其是纳米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提供有用的信息，也希望能够引起相关交叉学科的朋友们的兴趣。
 书中内容以SPM及相关功能为主线，所获得的相关材料的研究结果镶嵌在这条主线上，形成了精彩的
人工微观彩色世界。
　　　　书中内容共有18章：第1章论述了SPM系统的基本原理；第2章论述了应用自制的国内第一
台STM获得的不同对应阴离子掺杂态聚苯胺薄膜的分子级分辨率的研究结果；第3~8章以SPM系统的接
触式AFM、力曲线方法、摩擦力显微镜、轻敲式AFM、相位成像模式和磁力显微镜六项功能为主线，
分别论述了不同功能新材料的研究结果；第9章介绍SPM的几种功能相结合，从多角度研究功能高分子
新材料的研究结果；第10章介绍单个生命体细胞的形态及其本身存在的纳米结构；第11章的内容包含
冬小麦细胞胞体内外微纳米结构的探讨和质膜中蛋白质组分与蛋白酶K的特异结合及其动态过程研究;
第12章是在纳米尺度上探讨了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HBcAg）的特异性药物的作用机制;第13章展示
了SPM的相关功能结合分子力学的理论计算结果进行有机分子的分子识别研究结果；第14章探讨了纳
米器件的集成及其形成机理，展示了器件中的纳米级的界面信息；第15章介绍了表征不同功能新材料
的单条纳米线的结构特征；第16章包括单个纳米粒子（有机/无机）的形态、纳米粉体的单分散技术及
纳米粒子的测量和统计方法；第17章介绍应用NanoⅢa SPM DI3000在微纳米尺度范围研究含铁酞菁功
能材料的微区结构及其弱磁性信息;第18章介绍了扫描器的校正方法，这是获得可靠数据的保证。
书中内容是作者十几年的主要研究经验的积累和重要研究结果的集合，衷心希望读者有所获益。
　　　　借此机会，感谢家人长时间的理解和支持；感谢白春礼院士多年来给予的支持；感谢万立骏
等同事的帮助。
书中参考了大量文献，在此对文献的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对本书责任编辑的辛勤工作，及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并表示感谢。
由于学识和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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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扫描探针显微术应用进展》集大量的科学数据和国际前沿水平的研究结果于一体，融入了作者
十余年的科研积累和经验，详细介绍了适合扫描探针显微术的许多专利性质的方法和关键技术等内容
。
从扫描探针显微镜（SPM）的原理、操作使用及相关功能应用，到主要配件扫描器的校正；从样品制
备、参数的选择、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到相关材料的新结构、新性能的认知、最终结果的确定以及
实验技巧等，均做了详细介绍。
　　　　《扫描探针显微术应用进展》适用于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医药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相
关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参考，同时可作为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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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结构变化989?3?4SO2等离子体处理的PLGA薄膜表面形貌989?3?5NH3等离子体处理时间对PLGA
薄膜表面的影响999?3?6结论1019?4功能蛋白质分子修饰的医用高分子薄膜表面的微区结构特征1019?4?1
实验和材料1029?4?2BSA（FBS）修饰的PLGA薄膜表面1029?4?3BSA（FBS）修饰的NH3 等离子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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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分子水平上研究蛋白质芯片的形成机理（生物分子的识别）16014?2?1材料和实验16114?2?2硅?蛋白
质芯片的组装过程16114?2?3硅?蛋白质芯片的性能检测16514?2?4结论168参考文献168第15章纳米线的样
品制备、表征及其形态研究17015?1两种铜酞菁纳米线的制备与表征17015?1?1铜酞菁（CuPc）纳米线的
制备17015?1?2铜酞菁（CuPc）纳米线的表征17015?2空心纳米线--纳米碳管的样品制备与表征17115?2?1
空心纳米线--碳纳米管的样品制备17215?2?2不同基底表面的碳纳米管的结构特征17215?2?3掺杂态聚苯
胺稀溶液体系分散的单根碳管的形态特征17415?2?4结论17615?3聚硅氧烷有机纳米线的制备与表
征17615?3?1聚硅氧烷有机纳米线的由来17615?3?2聚硅氧烷有机纳米线的样品制备17615?3?3结果与讨
论17715?3?4结论17815?4单个聚硅氧烷梯形高分子纳米线的特征构象的初步分析17915?4?1材料和实
验18015?4?2设计的单个聚硅氧烷梯形高分子纳米线的结构模型18015?4?3十二烷基（3%）聚硅氧烷梯形
高分子纳米线的微观结构特征18115?4?4十二烷基（5%）聚硅氧烷梯形高分子薄膜的微观结构特
征18215?4?5结论183参考文献183第16章纳米粉体的分散技术和单个纳米粒子的形态研究18416?1金属纳
米粉体的分散技术的应用探讨18416?1?1蒙脱土和高岭土的分散18416?1?2蒙脱土晶粒的结构特
征18516?1?3高岭土微粒的形态特征18616?1?4金属氧化物纳米粉体的单分散技术18616?1?5单个金属纳米
粒子的形态特征18816?1?6两种生物高分子的分散技术18816?1?7单个特异性功能蛋白质分子的形态特
征18816?1?8单个具有多糖官能团的胆固醇分子的形态特征18916?1?9结论18916?2纳米涂层技术探
讨19016?2?1材料和实验19016?2?2三种纳米粉体中单个粒子的结构信息19116?2?3三种金属纳米涂层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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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19216?2?4结论19316?3纳米颗粒的测量方法19316?3?1数据的采集19516?3?2纳米颗粒的测
量19516?3?3纳米颗粒的数据的统计和计算19516?4单个金属纳米粒子的研究进展19616?4?1材料和实
验19616?4?2ZnO系列粉体的形态特征19616?4?3四种金属纳米粉体的最近的研究结果19816?4?4结
论20016?5Al2O3纳米粉体在功能聚酰亚胺高分子薄膜中的应用20116?5?1聚酰亚胺薄膜的聚合及相关实
验20116?5?2本征态聚酰亚胺薄膜的AFM/相位成像结果20116?5?3施加1000V电压时考察本征态薄膜的抗
老化能力20216?5?4Al2O3 纳米粒子掺杂的聚酰亚胺超薄膜的结构特征20316?5?5施加1000V电压后考
察Al2O3 纳米粒子掺杂的聚酰亚胺超薄膜的抗老化能力20416?5?6结论20516?6来自国外的金属纳米粉体
的单个粒子的形态特征20616?6?1不同浓度的Co纳米粒子的研究20616?6?2气敏SnO2薄膜的微区结构研
究20716?6?3SnO2薄膜的制备和实验20716?6?4结果和讨论207参考文献208第17章NanoⅢa SPM DI3000的
应用--含铁酞菁功能材料的微区结构和弱磁性能的初步研究21017?1材料制备和实验21017?2铁酞菁
（FePc）功能材料的微区结构和相位成像信息21117?3铁酞菁（ FePc）材料的磁信息存在的可能
性21517?4铜酞菁（CuPc）功能材料的相关信息21817?5标准磁力薄膜样品的微区磁力信息21917?6结
论220参考文献221第18章扫描器的校正222参考文献225附录1SPM DI3000的使用226附录2Origin?Gausses 
分析（使用Origin软件画图）228后记229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扫描探针显微术应用进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