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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液晶物理和化学基础出发，详细介绍了液晶光学，并讨论了各类液晶显示的原理，结构和
特性，深入介绍了高端应用中液晶显示的新发展，以及各类光学薄膜的应用。
最后介绍了液晶显示的制备、驱动和测量。
本书是液晶光学和液晶显示的基础和进展的学科概述，包含了作者多年研究的经验。
以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主，同时兼顾基础性和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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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新久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士和液晶物理硕士.英国皇家信号与雷达研究所/剑桥大学凝聚态物理博
士。
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任研究员。
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多年。
现任美国AVERY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曾任国际液晶学会理事，国际学术刊物《LIQLJID CRYSTALS》和《液晶与显示》等杂志编委。
曾任职于中国液晶学会和中国物理学会，并担任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联合会液晶高分子大会秘书长。
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化学会高分子科学创新奖、AVERY研究中心应用创新奖等。
先后兼任多家公司顾问。
应邀在一些大学、研究所、公司和会议作学术报告和讲座。
入选十余项世界名人录。
　　主要著译作品：《液晶物理学》、《液晶电视》、《超扭曲液晶显示译文集》、《液晶高分子》
、《Liquid crystalline PoIymers》等。
共发表近一百篇论文。
主编国际刊物《Macromoleclular Symposia》vol.96。
已经获得八项美国和国际专利。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液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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