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的物理学的定义 宏观物体是指不必考虑它的原子结构
、

而且尺度大到通过一定的工

具
,

肉眼就能够直接看到的物体 而微观世界则不能不考虑各个原子核
、

电子
、

基本粒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
,

微观粒子表现为波动与粒子的二象性
,

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 如粒子

间的相互作用 来间接地认识它
,

确知它的存在
,

认识它的各种特性
,

但似乎不能通过一定

的手段来直接的
“

看
”

到它 纳米技术使科学家们终于走近了宏观世界与微观的世界这

一
“

界线
”

上 实现对单个原子和分子的直接观测和控制技术就意味着人类掌握 了开启自

然界又一层次的大门钥匙
,

在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交界线上
,

有多少新的现象等待着科

学家去探索 这怎能不引起物理学家们的强烈兴趣呢

〔 从人类第一次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
,

直到 年代微米技术的出现
,

尽管人类加



国际纳米技术的研究动态

正像前面所指出的纳米技术是一个相当广泛而又模糊的科学技术范畴
,

凡是与检测
、

生成
、

控制
、

加工以及应用尺度在纳米量级
、

分子和原子级以至单原子的各种技术
,

一般都

可列人纳米技术这一广泛的通称之内 因而
,

如何确定它的研究范围并加以合理的分类

也是一件众说纷云的事

从处理对象的尺度来看
,

一般可分为 超微粒子
、

分子和超分子以及单个原子控制技

术这三个层次 这也不仅是尺度上的层次
,

它同样反映了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

段 而结构检测和物化性能的表征则是共同的必要手段

超微粒子技术

超微粒子一般指直径在 一 之间的粒子 在纳米技术范畴中
,

它是研究开展

的 最早
,

基础技术和理论都比较成熟
,

因而也是最具有现实应用前景的技术

早在 年代
,

随着分子束外延技术的发展
,

已有可能获得厚度达 左右的超敞



域
分子电子器件是指应用有机材料 包括生物材料 在分子或超分子尺度范围内构成的

有序系统 这些系统通过分子层次上的化学和物理作用
,

完成信息的检测
、

处理
、

传输和

存储 实际上分子层次的尺度与前面的超微粒子的尺度并没有严格的界线
,

只是分子电

子学中
,

更强调的是有序的成膜和可控的组装技术
,

以获得具有信息处理功能的系统

有机分子的有序成膜技术也就是有讥分子晶体化技术
,

它的重要性有如微电子技术

中的晶体生长技术 分子的可控组装技术有如集成电路技术 它们是形成各种信息功能

的基础 膜技术无疑是有机分子的有序成膜技术中最重要的一种技术【 一 吕 , 膜技

术是利用某类分子两端的亲水和憎水的特性来形成有
一

序的单分子膜和多层 的 厚 膜



来存贮信息
,

用它来制造一枚硬币大小的芯片可存贮
‘

数据
,

是现有存贮器存贮容

量的 小 多倍 英国也宣布研制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光学开关
,

即
一

从上述报道可见
,

这一领域发展之迅速
,

竞争之激烈阎

由于单个原子控制技术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
,

它的出现给纳米技术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

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把这一崭新的技术与微 电子技术或分子电子

学技术结合起来
,

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 国内外都竞相开展 用 在单晶基底 上进

行纳米级的刻蚀
,

用 来修饰有机分子或生物分子 膜
,

以及把 技术 与无

机的纳米超微粒子薄膜结合起来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纳米结构的检测和物理化学性能的表征

就象显微镜的出现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 样 纳米结构的检测及其物理化学性能时



有 定实力的 从有机分子 物分子材料 制膜技术 微细观测技术 分子组装技术到分

子电子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

年
,

在韦饪教授的主持下
,

联合中国科学院真空物理实验室
、

生物物理研究所
、

感光化学研究所
、

化学研究所
、

半导体研究所
,

吉林大学
、

清华大学等单位
,

开始实施
“

分子

器件基础研究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该重大项 目经四年的研究
,

在分子器件原型

的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
、

有机与生物功能分子材料的合成技术
、

膜诱导液晶分子的定

向排列以及分子器件的组装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一 ‘ ”三 与世界各先

进国家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韦锤当选为国际分子电子学和生物计算机协会常务理事 我

国的分子器件的基础研究工作
,

已被国际同行视为该领域的一支重要的有影响的研究力

量
。

年由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真空物理实验室联合实施了
“

信息薄膜微观结构实



计算机以及 单个原子的控制技术来制造新的基于单电子作用的功能材料等仍是有巨

大的科学意义和潜在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 基于纳米技术的这一特点
,

国家对这一领域

的研究工作的支持
,

也应该是多层次
、

多方面的 对于已有现实应用价值
,

并趋向商品 化

的一些领域
,

不能限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持
,

而应同时进行更高强度的高技术

跟踪的支持
,

以便尽快在我国设立相应的工程技术中心
,

培养科研和技术骨干队伍
,

建立

技术基础为参与国际上的竞争准备 条件 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
,

应该继续设立重大

项 目
,

以促进各交叉学科间的相互配合和支撑
,

共同解决一些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关

键问题 但也不应囿于一个重大项 目
,

而还应该有不同学科
,

不同层次的支持
,

以对各个相

对独立的科技问题进行深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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