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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术（ECSTM）是将电化学与扫描隧道显微术结合而生的一门原位科学研究技术，
被广泛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电子、材料等领域。
本书力图将此技术系统介绍给国内广大科学工作者，以期解决更多的现代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在编写上力图缩减理论推导演绎的篇幅，着重于介绍实际技术方法、应用实例，力求好读且可用。
书中大多数研究结果出自作者本人或所在的研究室，许多结果尚属首次发表。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化学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研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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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骏
1957年7月生，1982年在大连理工大学获学士学位，1996年在日本东北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主
任。

长期从事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学、电化学和表面科学的交叉科学研究，将实验、仪器改造和理论研究
相结合，利用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术开展了表面电化学反应、表面分子组装和调控等研究，探索了电
化学和纳米交叉研究新方向。
在Acc.
Chem.
Res.，PNAS，JACS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获2009年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化学奖、2007年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2005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应邀担任Acc.
Chem. Res.，JACS，Adv.
Mater.，PCCP和《中国科学》等学术期刊的编委或顾问编委；被选为英国皇家化学会“Fellow”、中
国化学会副理事长、SPM及纳米科技系列国际会议组委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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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由上面的讨论可知，电化学STM中针尖既是隧道针尖，又是超微电极。
通过针尖的电流由电子隧穿电流和法拉第电流两部分组成。
为了解决法拉第电流产生的影响，研究者现在利用探针封装技术，可以做到将针尖整体全部绝缘，而
只保留针尖顶端极少局域部分（理想状态只露出一个原子）。
这种方法保证了针尖不受溶液的影响，而能稳定工作。
对电化学STM而言，隧道电流不得不考虑水层的影响，一些研究小组已经研究了水溶液中的隧道势垒
问题，他们发现水溶液中的隧道势垒接近或小于真空势垒。
在有、无有机分子吸附的情况下，研究了以偏压、电极电位为函数的隧道势垒情况。
结果发现，隧穿电阻与针尖一样品间距离为非指数关系。
在真空隧穿过程中，非指数关系只会在针尖一样品间距非常小（仅几个埃）的时候出现，而且这时的
隧道势垒已经消失。
Lindsay及其合作伙伴在溶液中观察到非指数关系在针尖一样品间距很大时就已经出现了，说明水层在
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Ⅲ2引。
例如，由电极引起的水层结构的变化或水团簇自身尺寸的变化，将导致针尖一样品之间水层结构的改
变，使隧道结发生改变，从而产生了不同的隧道电流。
另外，穿过水层的隧穿电流与偏压的极性有关。
研究发现，电子从针尖到基底的隧穿势垒与其反向隧穿势垒截然不同。
当针尖一样品间距小于4A时，这种不对称现象变得十分明显。
研究认为，这是偏压极性的改变引起电极表面水分子取向变化所致。
X射线研究验证了电极电位所引起的水分子取向重排_，数值模拟表明，水分子取向的变化能导致明显
的不对称隧穿势垒。
然而，仅水分子取向的变化并不能充分解释隧穿电流的不对称性。
电化学STM中有两个电极，即针尖和基底。
如果这两个电极上的水分子取向相同，那么隧穿势垒就应该总是对称的，所以说，势垒的不对称性也
与针尖的几何形状有关，并且在针尖附近的水分子能够排列成不同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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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术及其应用(第2版)》是纳米科学与技术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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