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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起源于两门大学选修的高级物理课程，是由我在理工大学首创的“纳.米技术的概念”和“纳
米科技及其应用”，课程分别设置在大学三年级的春季和随后的秋季，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学习这两
门课程的顺序。
现在，已到了开课第二年的中期，我对学习“纳米”系列课程的学生们的多样性、素质以及兴趣和热
情很满意。
由于这些学生来自于电气工程，计算机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等多个专业，这有利于将班级划分
为多个跨学科工作小组，然后准备学期论文和演讲，在丰富有趣的纳米技术领域内，更深入的研究自
己选择的课题。
8个学时的计算基础物理是这门课程学习的先决条件，学生也同时要修入门化学，大学数学和计算机
科学。
　　我要感谢跨学科物理组的同事们在课程制定方面对我的帮助，特别感谢L0r-can Folan和Harold
Sjurscn对这门本科课程的批准。
当我告诉Teraoka，我无法找到合适的教材，应该写这样一本书之后，他把我介绍给Ed Immergut，一个
聪明而有经验的顾问编辑，他帮我将课程纲要转变成了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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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在纳米和亚纳米尺度下的物理现象，特别侧重于对所有潜在应用技术中的最小尺度的重要性
的研究。
本书从磁学和量子学的角度，围绕“纳米电子学”做了说明，对现有的成功硅技术则叙述了涉及量子
计算的可能性；介绍了关于碳纳米管的电子学新应用；在超导性方面，通过具体实例的介绍帮助理解
以低功耗和高效率著称的“快速单通量量子”计算机逻辑设备。
本书提供了一些新领域必需的基本概念，也包括了纳米科技的一些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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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3 怎样才能将它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一个复杂的机器可能需要与外部环境进行多重连接才能发挥作用。
在计算机中与一个计算机芯片边缘处连接的导线阵列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假定让制备的纳米机器在人体尺寸的环境下发挥功能，就可能需要大量从纳米尺寸到厘米尺寸的
尺寸放大连接。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连线不受损害，必须使从外面世界传人的不必要的信号或噪声不会传回到纳米尺
寸的器件。
　　3.3.4 如果看不见它或连接不到它.能使其进行自组装并自主运作吗？
　　生物学的本质在于其复杂的结构可以或基本可以进行自组装和自主运作。
使一个复杂的纳米结构进行自组装完全超出了目前的工程方法，但生物学中DNA定向装配的实例却阐
述了一个可能的例子。
　　3.3.5 组装小尺寸三维物体的途径　　到目前为止提到的所有的小尺寸物体本质上都是平面的。
计算机芯片是按顺序搭建的多层结构，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平面的。
基于半导体技术的MEMS（微机电）设备也是如此。
这些设备当然也具有很多的用途，但完全三维的制备方法产生的影响将会是非常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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