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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化学及其应用》

前言

　　在21世纪，材料、能源和信息是构成社会文明和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材料的发展水平始终是时
代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造材料和利用材料的历
史。而材料的所有性能都是其化学成分和组织结构在一定外界因素作用下的综合反映。因此，材料化
学是从化学的角度研究材料设计、制备、组成、结构、表征、性质和应用的一门科学。它既是材料科
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又是化学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特点。随着国
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材料科学和化学科学领域的不断进步，作为新兴学科的材料化学的发展日新月
异。　　纳米科学和技术是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21世纪的j大高新技术领域之一。纳
米材料是在三维空间中至少有一个维度处在纳米尺度（1～100nm）或ffl其作为基本单元构成的材料。
这些尺度下的材料在声、光、电、磁及热力学等性能上会出现许多非常新奇的现象，很难用传统物理
、化学理论进行解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纳米材料已经在信息、能源、环境、生命、军事、建筑等
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各国政府对纳米科技也非常重视，相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研究和开发
。　　《纳米材料化学及其应用》一书，是根据纳米科技和材料化学相互交义、渗透的特点，把各自
的优点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教材和资料文献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书首先从
纳米材料化学的相关概念人手，介绍纳米材料的制备化学和分析手段，及纳米超分子化学，以及纳米
材料在石油化工、电子信息、军事、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纺织品、建筑、金属表面改性以及环境治
理上的应用。内容由浅入深，图文并茂，适合于应用化学、化学工程、材料学、环保等专业的学生，
目的是提供给他们作为专业课或选修课教材。　　全书共分为12章，第1、2章由朱红编写，第3章由赵
炜编写，第4、5章由王芳辉编写，第6章由杨圣杰编写，第7章由江红编写，第8、10章由张永明编写，
第9、12章由许韵华编写，第11、13章由杨玉国编写。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的研究生们为本书的
编写制图等做了许多工作，北京化工大学的于书平副教授为本书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
并致谢。　　由于编者学识有限，时间仓促，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给予批评指
正。　　本书受北京交通大学教材出版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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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化学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纳米材料化学及其应用》内容：所谓纳米技术，是指在0.1~100纳米的尺度里，研究电子、原子和分
子内的运动规律和特性的一项崭新技术。科学家们在研究物质构成的过程中，发现在纳米尺度下隔离
出来的几个、几十个可数原子或分子，显著地表现出许多新的特性，而利用这些特性制造具有特定功
能设备的技术，就称为纳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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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化学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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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化学及其应用》

章节摘录

　　第1章基本概念　　1.1纳米材料导论　　1.1.1纳米材料的特性　　纳米微粒是由有限数量的原子
或分子组成的、保持原来物质的化学性质并处于亚稳状态的原子团或分子团。当物质的线度减小时，
其表面原子数的相对比例增大，使单原子的表面能迅速增大。到纳米尺度时，此种形态的变化反馈到
物质的结构和性能上，就会显示出奇异的效应，主要可分为以下4种最基本的特性。　　1.小尺寸效应
　　纳米材料中的微粒尺寸小到与光波波长或德布罗意波波长、超导态的相干长度等物理特征相当或
更小时，非晶态纳米微粒的颗粒表面层附近原子密度减小，使得材料的声、光、电、磁、热、力学等
性质出现改变而导致新的特性产生的现象，就叫作纳米材料的小尺寸效应。　　例如，纳米材料的光
吸收明显加大，并产生吸收峰的等离子共振频移；非导电材料的导电性出现；磁有序态向磁无序态转
化，超导相向正常相转变；金属熔点明显降低。　　这些特性的发现，使人们可利用它来改变以往的
金属冶炼工艺，通过改变颗粒大小控制材料吸收波长的位移，以制得具有一定吸收频宽的纳米吸收材
料，用于电磁波屏蔽、防射线辐射、隐形飞机等领域；还可以根据这一效应设计许多特性优越的器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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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化学及其应用》

编辑推荐

　　《纳米材料化学及其应用》适合作为应用化学专业、材料化学专业以及化学相关学科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教材或选修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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