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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而有机光折变材料是一类在有机光电材料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新兴材料。
虽然光折变效应最早在无机晶体中发现，但晶体生长困难、纯度难以控制、样品不易制备和材料性能
重现性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无机晶体光折变材料的应用。
而有机光折变材料，特别是聚合物和有机小分子玻璃材料，具有制备简单、结构可控及性能优异的优
点，因此从1991年其诞生之初，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一直是近年来非线性光学材料领域的热门
研究方向之一。
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深入研究，同时吸收并借鉴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机光折变材料的发展取得
了巨大进展。
从初期被动地试探既有材料是否具有光折变效应发展到有目的地对材料结构进行设计，以实现对材料
光折变性质的调控。
近年来有机化学及高分子化学的进一步发展，为设计并合成结构独特、性能优异的有机光折变材料提
供了便利的手段。
鉴于目前国内没有专门针对有机光折变材料的专著，作者在多年从事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材料的分
子设计为出发点，从材料设计的角度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系统的介绍，以期在有机光折变材
料的结构与性能之间建立联系，为进一步改进有机材料的设计、提高其光折变性能、促进有机光折变
材料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全书共分12章。
第1章是对有机光折变材料的概述；第2章讨论了有机光折变材料的机理；第3章总结了有机光折变材料
的结构设计；第4章介绍了与光折变效应相关的实验技术；第5章探讨了有机光折变材料的应用及新型
光学效应；第6～11章分别介绍了研究较为深入的几类有机光折变材料，并讨论了各类材料所存在的问
题，其中包括光折变聚合物掺杂体系、全功能光折变聚合物、双功能光折变聚合物、有机光折变分子
玻璃、液晶光折变体系和近红外敏感光折变材料等；第12章对有机一无机杂化材料、电子传输双极有
机材料、溶胶一凝胶材料等方面的进展作了简单介绍。
其中，第1～5章由石军执笔，第6～8章由张丽执笔，第9～12章由徐慎刚执笔，全书由曹少魁统稿。
有机光折变材料的理论体系尚不完善，新材料亦不断涌现，再加上本书所编写的内容涉及知识领域较
宽，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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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了有机光折变材料的结构、分子设计、性能和应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将光折变
效应和有机光折变材料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本书第1～5章讨论了有机光折变材料的基本理论、实验技术及应用；第6～11章分别介绍了研究较为深
入的几类有机光折变材料，并讨论了各类材料所存在的问题；第12章对有机一无机杂化材料、电子传
输双极有机材料、溶胶一凝胶材料等方面的进展作了简单介绍。
    本书可供材料学、光电信息、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物理学、光学等学科的科研工作者、高校教
师、工程技术人员参阅．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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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有机光折变材料概述1.1 光折变效应概述多年以来，人们致力于探究光和物质之间的相互
作用，研发出一种具有快速响应性、高灵敏度和可信度的新型光学器件来代替已有的电子器件。
因此，许多对光敏感的材料（包括非线性光学材料）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非线性光学材料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具有光折变效应的材料。
光折变效应（photorefractive effect，PR）是指在非均匀光照射下通过空问电荷场的形成及电光非线性作
用而形成的折光指数的空间调制。
光折变效应的产生是由空间调制光密度而产生的电荷输运体被漂移或扩散过程所分离，而后被捕获，
从而产生一个非均匀的空间电荷场分布；接下来这个内部的空间电荷场会调制折光指数，而产生相光
栅或全息图像，从而使光线发生衍射。
因为这样的一个全息图像可以被均匀光所擦写，所以光折变全息图像是动态变化的。
换句话说，这些全息图像既可以被擦掉，也可以被重新写入，这种与其他全息图像形成机制完全不同
的动态形成机制是光折变材料引人注目的众多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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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光折变材料》：材料科学技术著作丛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光折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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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