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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它在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有着重大的应用意义，被科学界公认为20
世纪80年代的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图片6—12为扫描隧穿显微镜的外貌及用其操控原子写下的汉字
“中国”，那么，扫描隧穿显微镜的工作基础是什么呢？
是量子理论，它是量子理论给人们带来的科学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也是量子理论给人们的一个礼物，
因此，扫描隧穿显微镜的发明者宾宁与罗雷尔和电子显微镜的发明者德国的卢斯卡共同获得了l986年
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扫描隧穿显微镜的发明 显微镜是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有力工具，最早在16世纪末，荷兰和意大利
的眼镜制造者已经造出类似显微镜的放大仪器，1665年，英国物理学家胡克自制了一架由两块透镜组
成的复合显微镜，并应用于科学研究，显微镜的出现使人类的视野从宏观领域引入到微观世界，尤其
促进了医学的发展，直接导致了l9世纪的细胞学、微生物学等学科的建立。
 （1）最初的显微镜是17世纪的光学显微镜，光的衍射现象使尺寸小于二分之一光波波长的物体，变
得模糊不清，光学显微镜的分辨能力非常有限，观察极限为两点间距不能小于200 nm. （2）20世纪20
年代，电子显微镜被发明，它用高能电子束代替光束，电子束的波长远小于光束的波长，突破了光波
的衍射极限，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约为0.2 nm，远高于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但由于高速电子极容易
穿透至物质深处，低速电子又容易被样品的电磁场偏折，因此电子显微镜不适用于研究材料的表面结
构。
 （3）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能够观测物质表面结构的显微技术——扫描隧穿显微镜，它能直接观察
物体表面原子结构而不会对样品表面造成任何损伤，应用扫描隧穿显微镜，不仅可以精确地观察材料
的表面结构，它还可以在低温下（4 K）利用探针尖端精确地操纵原子，为制造新型计算机芯片奠定了
基础， 1993年8月，我国科学家利用超真空扫描隧穿显微镜，在一块晶体硅的表面通过探针搬走原子
，写下了“中国”两个汉字（图片6—12），依赖于STM这种能够操纵原子的工具，诞生了一门在0.1
～100 nm尺度空间内研究电子、原子、分子运动规律与特性的新科技——纳米科技，纳米科技的最终
目标是人类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直接操纵单个原子，制造具有特定功能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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