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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中国已经步人信息化时代。
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
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是社会信息化的动力源泉。
信息技术在生产、科研、教育、医疗保健、企业和政府管理以及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对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信息材料是在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以及功能材料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新
型材料，主要用于信息获取、存储、处理、传递和显示等设备的制造。
信息材料已经开始从传统的硅基半导体转向有机半导体--有机信息材料。
其标志主要有：　　（1）液晶液晶电视机占据大面积平板电视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所有的笔
记本电脑均配置液晶显示器。
液晶材料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产值。
　　（2）可擦写光盘可擦写光盘的核心是附在聚碳酸酯基片上的有机材料，现在CD-R、DVD-R的应
用已经非常广泛。
　　（3）塑料电子学　塑料电子学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2000年十大科学成就之一。
随着柔性显示器、柔性晶体管、柔性太阳能电池、柔性线路板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出现可以卷起来装
在口袋里的柔性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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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信息材料导论》共分12章，主要介绍了各种信息材料，包括有机信息传输材料，有机信息
探测材料，有机信息处理材料，有机信息显示材料，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有机信息存储材料，分子
电子材料，有机电子封装材料等内容，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结合实际，选取重要的信息材料应用实
例着手，详细介绍了它们的结构、功能、制备方式及应用，同时介绍了信息材料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趋
势。
　　《现代信息材料导论》适用于材料类专业本科学生作为教材，也可供从事信息材料研究工作者作
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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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有机信息探测材料——有机传感器　　国家标准GB7665-87对传感器下的定
义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
换元件组成”。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
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
该环节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
　　有机高分子传感器是用有机高分子材料作为敏感材料的传感器。
有机高分子材料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型材料，这类材料分别具有电学、光学、热学、机械、
化学和生物学等特性，扩大了传感器技术的应用领域。
在电子功能高分子材料方面以力敏、热敏、光敏等元件发展最为迅速。
例如，聚偏氟乙烯及其共聚物系列材料具有优良的抗辐射性、电绝缘性、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经
过拉伸、极化、镀电极等处理后加工成薄膜，表现出强压电效应、电致伸缩效应和热释电效应，在传
感器方面的应用前景颇引人注目。
又如三甘氨酸硫酸盐有机热释电晶体薄膜有很高的热释电系数，是一种非接触式的新型热电敏感材料
，可将热辐射直接转换成电信号。
这种传感器响应频率高、速度快、频带宽，不受辐射波长限制，在气体分析、遥测、遥感等方面有独
特优越性。
目前，人们已研制出立体声耳机、传声器、高频扬声器、加速度计、水听器、声呐探测器、海洋监测
装置、海岸警戒装置、水下声成像、超声无损探伤、声表面波、延迟线、无触点开关、键盘开关、光
纤开关、红外探测器、入侵报警器和印刷传感器等产品。
在医疗器械中则有心音计、胎音计、脉搏计、人体组织的超声断层实时显像设备、A型超声扫描设备
、血流量检测器、假肢传感器、盲人触觉传感器等产品。
　　2000年，富士胶片开发了一种高感度数码相机传感器基本技术，可使感光度提高3倍。
该技术与一般数码相机上使用的Charge Coupled Device（CCD，电荷耦合器件，一种半导体成像器件
）不同，它采用了在半导体元件上纵向铺设特殊有机材料的构造，从而获得比现有CCD的感光度提
高3倍的能力。
改变CCD像素布局的超级CCD逐步站稳脚跟之后，采用叠层排列有机感光材料的新技术让人眼前一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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