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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纳米科学与技术是表面科学与技术的延伸和发展，因为两者的理论基础和实验研究方法基本相同。
电子结构是决定材料光、电等物理性质及化学催化活性的关键。
本书从表面科学角度，集中讨论纳米材料表面的电子结构具有从原子分子的分裂能级到块体连续能带
的过渡特征。
全书重点介绍如何利用表面科学实验方法获取纳米材料电子结构的信息，同时，注意理论计算与具体
实验结果相结合，比较清楚地阐释了纳米结构状态下电子结构的特点。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5章。
第1章从已有的实验结果和理论分析，充分说明纳米材料电子结构的过渡特性。
第2章介绍纳米电子结构研究中，目前常用的表面科学方法，重点讨论分析方法的物理基础、谱含有
的信息及对描述纳米材料电子结构的贡献。
随后选择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在第3～5章，分别介绍了碳质纳米材料、异质纳米界面以及半导体材料
电子结构的量子尺寸效应。
    本书可作为材料、能源环境、信息工程以及物理化学领域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对于工作
在这些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教师、工程技术专家，本书也是一本有益的参考书籍。
对于那些从事表面分析的专家，面对当今蓬勃发展的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提出的众多课题，如何提高
分析水平，本书所提供的分析范例及相关引文，亦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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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从实际研究中人们已逐渐领悟到，要在纳米科学和技术领域有所贡献，必定要依赖于多种
学科的交叉与合作，要具备多种学科知识。
人们不难发现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一个大学或研究所内的不同系与专业，都有一批杰
出的科学家在从事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他们研究的内容往往涉及自己并不熟悉的其他专业学科，或
者发现依靠其他专业的知识和方法，能够比较容易地解决自身专业研究中的理论或技术难题。
这种学科交叉的特点，客观上必然给纳米课题研究带来某些困难，使工作在一个领域（如物理）的研
究人员难以理解另一领域（如生命科学）的研究结果与发展趋势。
自有生命以来，生物体系一直不断地在制造具有纳米功能的器件，因此人们需要学习、研究生物体系
如何构建纳米结构和功能器件的内容，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显然，作为一个正在从事构建纳米结构但尚不知道氨基酸和蛋白质区别的固体物理学家，如何从生物
体系学习有益的东西，并能把自身的物理知识与生物、化学、电子工程、机械工程等知识结合起来，
去创造新的知识、设计并制造新的纳米器件，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这就要求工作在单一学科的研究人员，注意学习相邻学科的知识，关心相邻学科中纳米科学与技术的
进步，主动与其他学科的纳米专家进行合作。
　　以上两点比较科学的总结与认识，不论对于那些正在从事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_的专家，对于那
些在领导纳米科学与技术研发的政府领导人、公司经理，还是那些有志步人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年
轻学者，应当说是十分宝贵和重要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们从大量的纳米材料制备、完备的结构表征、性能测试分析以及具体
技术应用中发现，纳米材料的电子结构是决定其各种新奇物理化学性质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理解纳
米结构各种奇妙现象、获得创新思维、合成有特殊功能纳米材料的基础。
例如，对于那些强化学键的金属材料，其价电子的非定域程度是很宽的，问题是这种非定域程度会随
着体系尺寸的下降而改变。
这种效应及其随着尺寸的变化，直接导致体系的宏观化学和物理性质与尺寸有关。
实践已经证明，物质的许多属性，如磁性、光电特性、熔点、比热容和表面反应能力，都同纳米粒子
的大小有关，表现出各种尺寸效应。
进一步，如把这些超微粒子固化成宏观块状固体，这些材料会呈现出新的性质，如它的弹性会比通常
块体增强。
对于半导体材料，如Si、CdS和ZnO等，它们的带隙宽度也会随尺寸而改变[7]。
化学上最突出的性质是，纳米材料的表面能量和表面形貌随着尺寸的减小会有很大的变化，表面电子
结构将直接增强表面原有的反应能力，如催化活性。
　　本书以纳米材料电子结构分析为主题，讨论与此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特点，重点是介绍材料电
子结构的表征方法，分析该领域内某些最新进展，以及一些典型的分析研究实例。
可以说纳米材料的电子结构，已构成纳米科学与技术中一个特定的基础研究内容，它是纳米科学与技
术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选择并组织本书主题内容时，笔者注意并特别强调下列几个相关问题，在此做一些必要的说明
。
这些问题的简要讨论，对于那些缺少物理专业知识的读者很好地理解以下章节讨论的纳米电子结构特
点、表征方法，分析并理解相关仪器提供的信息内容以及和外特性的联系，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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