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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工业出版社本书通过弥合学术界研究和工业界之间的差距，对面向可持续制造的纳米技术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书中对纳米技术在多个领域中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包括电子、农业食品、航天、纸
浆和纸的制造、电池、催化剂、太阳能、燃料电池、饮用水、建筑材料等。此外，第11章和第12章还
对生命周期评估被作为对基于纳米技术的产品和工艺进行可持续性评定的方法进行了讨论。
本书适合对面向可持续制造的纳米技术这一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因为书中涉及的专业领域较为广
泛，读者群的专业背景也相应较为宽泛，包括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农业、林业、航空航天、建筑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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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David Rickerby博士是位于意大利伊斯普拉的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环境和可持续研究所的一名资深
科学官员，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他曾在魁北克
大学任客座教授多年，并在特伦托大学和威尼斯大学讲授研究生课程。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涉及对纳米
技术的潜在风险和收益的评估，包括风险评估工具和方法的开发。他是共同书写UNEP GEO年鉴中关
于纳米技术与环境一章的国际专家组中的一员，是OECD人造纳米材料工作组的指导小组9（纳米技术
的环境可持续利用）的一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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