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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莫尔（Moore）定律描述了微电子器件发展的规律，芯片上元件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其中元件的
尺寸越来越小，小到纳米尺寸，这将是微电子器件的极限。
未来电子器件在材料、技术和运行机理上都有新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开始探索分子电子学，开展了科学研究，组织了电子物理和高分子化学的交叉
学科研究课题组。
为此设计组装厂专用的离子团束飞行时间质谱（ICB-TOFMS）沉积系统，用这个系统制备厂信息存储
有机复合薄膜。
用扫描隧道显微镜（STM）进行了信息写入和读出研究。
现在信号写入点达到了1.0 nm，这已接近了纳米功能点的极限，这期间我们曾组织了两次分子电子学
讨论班，进而开设了研究生的分子电子学选修课，至今已经讲授了七次，讲义的内容被不断地修改和
充实。
　　我们对分子电子学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莫尔定律提出之后，颇有一些学者认为微电子器件之后
，将是分子电子器件。
在20世纪90年代的讲义中，我们就明确地讲到在微电子器件和分子电子器件之间有个过渡时期，即纳
米电子器件时期，近几年的发展证实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98年设立了纳米电子学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将纳米电子学的研究纳入了国
家科研计划。
　　按美国IBM公司的预测，微电子器件的发展到2011年将达到纳米电子器件时期，那么分子电子器
件将更是以后的事情，要注意我们面临的时代特点，科学技术在加速发展，社会的发展正在从传统的
经济模式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转变，其中科学技术是关键的因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个
观念下，创新成为民族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在现今及未来
的科技和经济中的重要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子电子学>>

内容概要

　　分子电子学是继微电子学、纳米电子学之后的电子学科，现在已为人们所关注。
本书介绍了分子电子学现今研究的现状与所涉及的基础知识和技术。
主要包括微电子器件发展的规律，以及由此导致必然出现的纳米电子器件、分子电子器件。
它们的材料将是有机／无机组装的复合薄膜，具有显著的低维特性，信息载流子除电子、空穴、离子
、激子外，还有孤子、极化子、电荷密度波、自旋密度波等。
它们具有显著的量子相干特性。
利用这类材料和特性组装的分子电子器件，有其独特的信息加工规律。
本书的最后一章，对生物细胞信息加工特征做了简单介绍。
分子电子学是正在起步的学科，有其丰富的内容，但目前我们还知道得很少，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内容
仅是初步的基础知识。
　　本书适合于大学电子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本科生、研究生阅读，也
供相关大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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