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纳米材料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纳米材料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502540975

10位ISBN编号：7502540970

出版时间：2003-3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发行部

作者：黄惠忠

页数：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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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纳米材料分析>>

内容概要

“纳米科技”是指在纳米尺度（0.1~100nm)上研究物质的特性和相互作用以及利用这些特性开发新产
品的科学与技术。
本书内容是纳米科技的重要方面之一───纳米检测与表征的方法与技术。
书中介绍了在纳米尺度上原位研究各种纳米结构的电磁、光、热、力学等特性；纳米空间的化学过程
、物理运输过程；以及纳米空间的原子、分子的排列、组装与其奇异的物性的关系的研究方法。
包括了全部的纳米材料现代检测技术，详述了方法原理与检测技术，并有具体实例。
本书可供从事纳米材料研究与器件开发的科技人员学习参考，亦可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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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纳米科技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电子学
、力学以及微加工技术等领域正在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
纳米科学与技术的主要任务是认识纳米尺度上物质结构与性质的关系，建立纳米结构控制方法并探索
其组装规律，创造新的功能材料和器件，为多种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提供有效的平台。
纳米材料的重要性取决于一个基本事实，即在纳米尺度范围内，许多材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随材料尺
寸减小而发生显著变化。
纳米基元（即具有纳米尺度结构特征的基本单元，包括纳米粒子、线／管、孑乙道和薄膜）所具备的
特殊物理和化学效应是创造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纳米基元尺寸与性能的关系以及基元间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许多按现有原理工作的
器件在微型化和集成化时的极限。
　　纳米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繁荣时期有其必然性。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电子显微镜技术在材料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人们已可以方便地观察材料在纳米尺
度上的结构特征，对于传统化学和物理方法制备的胶体粒子已可以直观地测量其尺寸、形貌与结构。
与此同时，借助电镜人们吃惊地发现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分子或络合物的功能体系，实际上是尺寸较小
的纳米结构体系。
20世纪80年代初发明的扫描隧道显微镜技术及其衍生物（SPM）使人们可以在不太苛刻的条件下，考
察材料在0.1-100nm尺度上的表面结构。
20世纪90年代初借助SPM技术已能搬动原子组成纳米结构图案。
现在使用高分辨电镜及能谱技术进行材料组成分析的空间分辨率已能够达到0.5-1nm，使用聚焦离子束
工作站已能够对碳纳米管等基元进行电极焊接等微观加工操作，使用STM已能够研究小尺寸纳米粒子
的导电行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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