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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论述了纳米材料的电化学合成与制备方法以及它们的电化学性质。
内容包括电沉积技术合成半导体纳米晶、量子点以及超晶格和多层膜；（光）电化学刻蚀法制备多孔
半导体（包括多孔硅）；多孔半导体膜的光生电荷及输运现象；染料敏化光电池；自组装多层膜的电
致、光致变色，发光以及电荷的转移和输运。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应用化学、化学化工以及冶金专业研究生教材，同时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教师
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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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纳米材料电化学》是由国际上多年从事材料电化学研究的几位知名学者联合编写的，主要包括两部
分内容：采用电化学方法制备纳米结构材料和这些纳米结构材料的电化学性质调控与应用。
《纳米材料电化学》是对纳米材料电化学研究工作近10年来的一个总结，通过本书，读者对电化学合
成纳米材料，特别是利用电沉积技术制备纳米材料会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对从事材料物理和化学研究
，尤其是从事材料电化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同时，《纳米材料电化学》对大专院校的研究生、高年级本科学生来说，无疑也是一本能够将理论与
实际有机结合很紧密的必需的教学参考书，有益于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纳米材料的合成-微结构-性质
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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