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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满足我国高等院校材料类和应用化学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学习，以及为从事新材料生产、检
测与应用开发的科技人员快速了解纳米材料相关知识而编写出版的。
纳米科技是20世纪末诞生，将在21世纪快速发展并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科技。
纳米材料作为纳米科技的物质基础，对纳米科技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新材料的重要组成部
分。
让尽量多的科技人员了解和掌握纳米材料的物理、化学特性和制备技术及其功能应用，将会促进我国
新材料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自2000年以来，国内许多高校的材料类、应用化学类等本科专业相继开设了纳米材料的相关课程。
但由于该课程内容涉及物理、化学、材料、电子等多学科的知识，学科交叉性强，而传统的本科专业
知识体系构建时未考虑纳米材料课程教学的特殊性，所以一直难以找到真正适合于本科生教学用的教
材。
本书从物理、化学等多种角度阐述纳米材料的相关知识点，对前期知识点要求低，系统介绍纳米材料
的基础知识和功能应用，既便于不同专业方向、不同层次的读者进行理解，也便于本科教学。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教育更注重_丁程能力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应用实例说明问题，在实例分析中学习知识点，通过对本书的学习，
读者不仅能在纳米材料方面具备较系统的专业知识，而且能成为新材料研发、生产和检测的工程技术
人员。
本书尽量按照对新材料的认知过程与教学规律进行编写，力求实现：（1）通过引入纳米新材料激起
读者的求知欲，功能应用贴近生活实际。
（2）系统而简明地介绍了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基本特性和基本理论，整个教材内容完整、重点突
出，强调纳米材料的实际制备与应用。
（3）章节内容循序渐进，不断回答引起读者思索的问题，同时也不断激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
（4）通过章首的教学要点以及章末的习题，帮助读者把握重点，并培养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5）各章均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报道，力争紧跟新材料的世界发展趋势。
（6）在各类纳米材料的制备和应用部分，以实例来说明各种纳米材料的制备特点与特性功能，强调
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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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纳米材料的基本效应和相关基础理论、纳米微粒的物理化学特性、纳米材料的研究
分析方法、各类纳米材料特性与功能应用及其典型的制备技术，侧重介绍了纳米粉体的制备技术。
所涉及的纳米材料的类型包括零维纳米粉体、一维纳米管（纳米棒、纳米丝和纳米带）、二维纳米薄
膜、三维纳米块体及其纳米结构和纳米复合材料。
　　本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采用典型纳米材料的实例来阐述纳米材料的特性、应用与制备，适合
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学习。
每章配有习题便于学生对重点内容进行回顾与把握，也为学生拓展知识面、锻炼综合运用能力提供帮
助。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类、应用化学类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纳米材料生产、检测与应用
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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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1.1纳米薄膜的分类纳米薄膜是指尺寸在纳米量级的颗粒（晶粒）构成的薄膜或者层厚在纳米
量级的单层或多层薄膜，通常也称为纳米颗粒薄膜和纳米多层薄膜。
纳米薄膜的性能强烈依赖于晶粒（颗粒）尺寸、膜的厚度、表面粗糙度及多层膜的结构，与普通薄膜
相比，纳米薄膜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能，如具有巨电导、巨磁电阻效应、巨霍尔效应、可见光发射等。
例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在SiO-Au的颗粒膜上观察到极强的巨电导现象，当金颗粒的体积百
分比达到某个临界值时，电导增加了14个数量级；纳米氧化镁铟薄膜经氢离子注入后，电导增加了8个
数量级。
纳米薄膜可作为气体催化（如汽车尾气处理）材料、过滤器材料、高密度磁记录材料、光敏材料、平
面显示材料及超导材料等，其独特的光学、力学、电磁学与气敏特性在重工业、轻工业、军事、石化
等领域表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目前，纳米薄膜的结构、特性、应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更多的结构新颖、
性能独特的纳米薄膜必将出现，应用范围也将日益广阔。
关于纳米薄膜的分类，目前有多种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按用途划分纳米薄膜可按用途分为纳米功能薄膜和纳米结构薄膜。
纳米功能薄膜是利用纳米微粒所具有的电、光、磁等方面的特性，通过复合的方法使新材料具有基体
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而纳米结构薄膜主要是通过纳米微粒复合，对材料力学进行改性，以提高材料
在机械方面的性能为主要目的。
2.按层数划分按纳米薄膜的沉积层数，可分为纳米单层薄膜和纳米多层薄膜。
其中，纳米多层薄膜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超晶格”薄膜，它一般是由几种材料交替沉积而形成的结
构组分交替变化的薄膜，隔层厚度均为nm级。
组成纳米（单层）薄膜和纳米多层薄膜的材料可以是金属、半导体、绝缘体、有机高分子，也可以是
它们的多种组合，如金属-半导体、金属-绝缘体、半导体-绝缘体、半导体-高分子材料等，而且每一
种组合都可衍生出众多类型的复合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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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纳米材料基础与应用》：新颖编写体例新颖，借鉴优秀教材特别是国外精品教材的写作思路和方法
，图文并茂，活泼新颖。
书中设置导入案例、阅读材料和应用案例等多种模块，并配备大量实物图和实景图，并辅以示意图进
行介绍，增强教材的可读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知识内容新颖，充分反映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体现最新教学改革成果，并将学科
发展趋势和前沿研究内容以阅读材料的方式介绍给学生，增强教材内容的延展性，有效拓展学生的知
识面。
实用知识体系实用，以学生就业所需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着眼点，着重讲解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需的
技能。
理论讲解简单实用，重视实践环节，强化实际操作训练，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
让学生学而有用，学而能用。
内容编排实用，以学生为本，紧紧抓住学生专业学习的动力点，并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过程，结合不
同的工程实例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案例分析和习题设置注重启发性，强调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运
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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