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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化学作为现代材料学新的学科分支，是发展新材料、高技术的重要理论基础与工具。
《材料化学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科发展与研究实践》以材料化学学科与教育体系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的形成和研究实践为线索，以作者亲历的史实为基础，通过详实的资料，以回顾、综述的笔法，
展示出这一新学科的内涵及其历史沿革，使读者了解到这一新学科是如何在造就和发展新材料、新技
术的进程中不断促进其自身的发展的。
　　《材料化学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科发展与研究实践》分为10章，第1章首先简要回顾材料化学
的学科内容和发展。
第2-6章以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型无机功能材料研究热潮为脉络介绍了材料化学的学科建设、人才队伍
与教学体系，以及如何面对社会需求凝练出实用化方向并形成研发平台。
第7-9章侧重叙述固态离子学与膜过程技术对当前新工业革命的核心作用，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陶瓷
膜燃料电池与&ldquo;49&rdquo;能源载体相结合的新能源发展路线。
第10章综合介绍了化学气相淀积原理及其研究实践，展现了这一软化学合成技术的历史成果和未来前
景。
　　《材料化学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科发展与研究实践》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材料学与材料化学相
关专业师生的教学、科研参考书，也可以作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领域科技和管理人员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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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化学气相淀积（CVD）是无机合成化学的一个崭新领域，其有关化学原理和技艺在现
代科学技术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它已成为制备无机功能材料及其器件的极重要的技术。
所谓CVD是指气态反应物在热、光、等离子体等激活的环境下，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固态产物的过程
。
这种气相淀积过程包括发生在气相中的均相气相反应形成粉体粒子，和发生在加热衬底表面上或附近
的非均相化学反应，在衬底材料表面形成固体薄膜材料。
这类技术在现代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中的广泛应用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CVD用于制备高纯多晶硅，然后熔体生长成单晶，这是现在微电子学的物质基础。
利用CVD工艺在硅单晶表面上外延生长一层硅单晶薄膜是半导体器件由分立元件进入集成电路特别是
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的关键，剖视今日蓬勃发展的现代电子工业可以发现，从原料的纯制到材料的制
备，到单晶层的外延化，CVD技术处处都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CVD技术
，决没有今天的现代科学技术。
CVD之所以建立了如此宏伟业绩，并正在不断扩大其应用领域，是由于这类工艺有着独特的优点：
（1）几乎所有的元素都具有某些化合物在常温或稍高的温度下呈气态或是蒸气压相当高的液态或固
态，且可以通过有效的物理化学方法纯化，而制得高纯度的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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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化学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科发展与研究实践》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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