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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生物医学光电子学前沿》

内容概要

《纳米生物医学光电子学前沿》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召开的"纳米生物医学光子学论坛"
的基础上，总结了参加论坛的各单位的科研成果而成。全书由19章组成，100多图表，提供了准确详细
的技术资料。《纳米生物医学光电子学前沿》作者都是国内在纳米生物医学光子学研究领域第一线的
研究人员，了解当前的研究动态和发展方向。因此《纳米生物医学光电子学前沿》具有相当先进的学
术性、前沿性、资料性、可读性。这些为纳米生物医学光子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可靠的学术资料
。既为刚接触纳米生物医学光子学的研究人员和大学的研究生与高年级学生提供入门知识，又为纳米
生物医学光子学领域中的科技人员提供详细的文献资料与深入的科技内涵，从而推进纳米生物医学光
子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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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百人计划”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1998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4年入选“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主要从事微波光子学和光子集成器件与系统研究，建立了先进的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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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专利2项，作为副主编出版专著《光纤光学前沿》。受邀担任ACP 2010，ICICS 2010，IEEE 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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