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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创新”已成为一个很时尚的词汇。
过去理工科专业教学的主导思想是突出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双基），现在已转变成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求明显提高。
　　实际上，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培养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①基础知识储备，包括过去的双基；
　　②敏锐的思维能力；　　③正确的思维，创新不是随意的发挥想象。
　　因此，创新是指寻求有意义的新发现、新思想的各种理性活动。
　　纳米材料是近20余年来发展起来的交叉性、前沿性学科，它的发展始终贯穿着许许多多创新的理
念和思想，给人以很大启迪。
本书作者在10多年的纳米材料科研、教学过程中，不断感受、体会着该学科对人类发展已带来和将要
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同时注意学习、借鉴国内以及欧美一些国家、日本等发达
国家的先进经验（书中大部分写作系在国外完成），编写了此教科书。
书中介绍与纳米材料有关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故统称为纳米材料学。
本教科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①知识介绍的系统性——书中内容基本覆盖了纳米材料研究中所关
注的主要领域，最后还有纳米材料科技论文英文撰写方面的知识介绍；　　②知识介绍的梯度性——
既有较多基础性的知识介绍，也有部分科研新进展、新概念等提高性的内容；　　③知识介绍的趣味
性——注重形象化比喻，并时常引入人文科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各章均附有一些相关插图。
　　当然，纳米材料是一门新兴学科，加之作者的水平和能力有限，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编写出像《高
等数学》或《普通物理》那样成熟的纳米材料教科书，但是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建议和批评指正，以便
今后进一步改进。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教务处和化工学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南京理工大学软化学与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老师和研究生提供了部分电镜照片等实验数据。
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CSC）高级研究学者项目，使我们不仅可以在国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开展合作研究，有充裕的时间开展频繁的学术交流，快捷查阅资料，同时还能静下心来，完成此书稿
大部分内容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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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同时注意学习、借鉴国内以及欧美、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经
验（书中大部分写作系在国外完成），编写了此教科书。
书中将介绍一些与纳米材料有关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故统称为纳米材料学。
本教科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知识介绍的系统性——书中内容基本覆盖了纳米材料研究中所关
注的主要领域，最后还有纳米材料科技论文英文撰写方面的知识介绍；    （2）知识介绍的梯度性——
既有较多基础性的知识介绍，也有部分科研新进展、新概念等提高性的内容；    （3）知识介绍的趣味
性——注重形象化比喻，并时常引入人文科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各章均附有一些相关插图。
    本书可作纳米材料和其他相关课程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适合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
的学习（每章均有习题和思考题，并附有部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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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纳米材料的制备　2.2　物理方法制备纳米材料　　2.2.1　应用特殊的加热手段　　2.2.2　气体冷凝
法　　2.2.3　等离子体法　　2.2.4　机械研磨　　2.2.5　高温高压法　　2.2.6　原子能辐照　2.3　化
学方法制备纳米材料　　2.3.1　化学方法制备纳米材料的基本思想　　2.3.2　化学沉积法　　2.3.3　
水热及溶剂热法　　2.3.4　微乳液法　　2.3.5　溶胶一凝胶法　　2.3.6　气一液一固（VI，S）法　
　2.3.7　纯粹固相化学反应法　　2.3.8　其他的一些物理化学手段　2.4　一些纳米材料制备的研究进
展　　2.4.1　模板合成法　　2.4.2　（Vr）法的延伸与拓展　　2.4.3　溶胶一凝胶法的发展　　2.4.4
　相转移法　参考文献　思考题与习题第3章　纳米材料结构表征　3.1　纳米材料结构的xRD表征　
　3.1.1　XRI）谱图　　3.1.2　谢乐公式　　3.1.3　纳米薄膜的XRD表征　3.2　纳米材料结构的气体吸
附法表征　　3.2.1　比表面积的BET法测定　　3.2.2　孑L径分布测定　3.3　纳米材料结构的显微观察
　　3.3.1　纳米材料结构的电子显微观察　　3.3.2　纳米材料结构表征的STM和AFM技术　3.4　XRD
与TEM对纳米材料结构的综合分析　　3.4.1　一次纳米粒子与二次纳米粒子　　3.4.2　粒径分布　
　3.4.3　XRD与HRTEM　　3.4.4　XRD与ED　　3.4.5　有序结构纳米材料的表征　参考文献　思考题
与习题第4章　纳米材料晶体学　4.1　关于ZnO的六方晶型　4.2　表面缺陷　4.3　纳米晶体生长的取
向性　4.4　纳米材料晶体学研究若干进展　　4.4.1　纳米晶体表面原子数的计算　　4.4.2　介晶结构
　　4.4.3　超晶格　　4.4.4　锐钛矿型纳米Ti02晶体晶面的控制性生长　　4.4.5　纳米催化剂活性因素
研究及新进展　参考文献　思考题与习题第5章　纳米材料磁学第6章　纳米材料电子学与光电子学第7
章　纳米材料生物学第8章　自组装与超分子结构第9章　重要的纳米材料第10章　纳米材料的应用
第11章　纳米材料研究英文论文的写作及范例50旬部分思考题与习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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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3年，英国的“Nature”杂志刊登了年仅25岁的美国学者沃森（J.watson）和英国学者克里克
（F.Crick）在英国剑桥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这一成果后来被誉为20
世纪以来生物学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他们于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在本书的第7章中，大家将能充分体会到DNA双螺旋结构与纳米科技之间的紧密关系。
　　早在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之前，病毒这种微生物就已经被发现。
但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为细菌致病说的极盛时代，涉及病毒的研究未被予以高度重视。
直到20世纪中后期，病毒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并在60年代后数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最近的一次
为2008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三名科学家因发现导致艾滋病与宫颈癌的病毒而获此
殊荣。
如今，病毒学已成为医学和生物纳米科技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
　　1962年，年仅22岁的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约瑟夫逊（B.Josephson）预言：自然界可能存在电子能
通过两块超导体之间薄绝缘层的量子隧道效应。
该预言不久便被证实，并被称作约瑟夫逊效应，他本人也获得1973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之后纳米技术的诞生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关量子隧道效应的基础研究。
　　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化学家彼德森（C.J.Pedersen）、克拉姆（D.J.Cram）和法国化学家
莱恩（J.M.Lehn）三人，表彰他们先后发现和研究了一类具有特殊结构和性质的环状化合物——冠醚
，揭示了超分子化学领域的奥秘。
如今，超分子化学已是纳米材料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黑格（A.J.HeegeI）、马克迪尔米德（A.G.MacDiarmid）和日
本科学家白川英树（H.Shirakawa），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有关导电聚合物。
这项奠基性和开创性的科学成果使导电高分子材料和有机半导体材料发展成为材料科学基础研究中的
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时隔不到10年，这项研究成果已成功播种在高分子纳米材料制备、高分子纳米器件等研究领域，并不
断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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