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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信息材料领域的理论、技术、应用及发展历程，涵盖微电子技术及光电子技术基础、激光
、信息传感、存储、传输、显示、处理技术及其材料等方面内容。
力求以通俗易懂的方法全面阐述信息科技及其信息材料领域的基本理论与相关技术、材料应用与最新
发展，从而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该领域的相关知识。
 　　本书适应人们对信息材料领域的知识需求，能满足材料类专业本科生、专科生及研究生的信息材
料方面的教学要求，也可作为其他专业学生的教学用书以及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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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信息技术是近几十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一类技术。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以微电子技术和光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主
导产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信息交流需求的激增，
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各种信息器件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这个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而诸如电子计算机、电视机、摄影摄像设备、光纤通信设备等信息器件的不断推出和更新换代，都是
与各种性能优良的信息材料的推出密切相关，信息材料已成为信息技术的基础和先导。
　　　　信息材料是在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以及功能材料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类新型材料，主要用于信息获取、存储、处理、传递和显示等设备的制造。
对于快速、大容量、多媒体化信息交流的追求，迫切需要各种性能优良的信息材料，用来制造各类新
型信息器件。
而这些信息器件不断推陈出新，也大大刺激了信息材料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信息材料已经成为不断发
展壮大的庞大家族。
　　　　本书作为材料类专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其他专业学生的信息材料方
面的普及型教材。
作者从半导体学、微电子学、光电子学等基础科学出发，力图通俗易懂、深入简出地介绍信息材料领
域的基本理论、种类、应用和发展，培养学生掌握信息材料领域基本知识。
全书包括信息材料导论、微电子材料基础、光电子材料基础、信息传感材料、信息存储材料、信息传
输材料、信息显示材料及信息处理材料等章节，使读者对信息材料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有一
个全方位的了解。
　　　　信息材料领域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作者力图以由浅入深的方法介绍各类信息材料的原理、
功能和应用，但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和时间仓促，难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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