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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智能纳米材料》

内容概要

仿生智能纳米材料是利用自然的仿生原理来设计合成的具有特殊优异性能的功能和智能材料。它是材
料、化学、物理、生物、纳米技术、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热点之一。仿
生智能纳米材料的设计、可控制备和结构性能表征均涉及材料科学的前沿领域，代表丁材料科学的活
跃方面和先进的发展方向，它将对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仿生智能纳米材料》汇聚了作者多年来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介绍了国内外同行新的研究进展
。《仿生智能纳米材料》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从具有特殊优异性能的生物原型材料入手，将仿生材
料的设计理念、材料结构与功能关系、智能驱动原理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仿生智能纳米材料》不仅对该领域的科研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适用于对自然科学感兴趣
的大中学生。相信《仿生智能纳米材料》会引起人们对仿上生智能纳米材料的广泛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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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雷，1965年生。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1990—1994年作为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
，回国获博士学位。曾任日本神奈川科学院研究员。1999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任中国科
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2015年任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2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交叉科学领域仿生界面材料的研究工作，在仿生特
殊浸润性界面材料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原创性成果。迄今共发表SCI论文400余篇，学术论文被SCI引
用33000余次，h因子84。已获授权专利70余项。撰写专著《仿生智能纳米界面材料》。现任Small国际
顾问编委会主席、《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等杂志编委。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一获奖人
）。曾获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等。2007年被聘为
“纳米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仿生智能纳米复合材料”项目首席科学家。2013年获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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