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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论在原子、分子与固体理

论中的应用
ＴｈｏｍａｓＷｏｌｆｒａｍ等　　著
　　物理学和化学中关于原子、分子和固
体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群论在量子系统中

的应用。本书以“应用至上”为原则，不同

于大部分著作先讲定理后讲应用的传统，

本书先讲群论的应用，因此本书的第一章

致力于寻求分子的振动本征值、本征矢量

和力一常数矩阵（ｆｏｒｃ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ａｔｒｉｘ）。
在这个过程中引出了相关的定理，并进行

讨论，定理的论证放在附录中。本书向读

者讲授了分析任何原子、分子和结晶固体

所必需的一些工具和方法。利用已经被清

楚地定义的八步程序，帮助读者了解群论

的威力：通过它能得到什么信息，以及如何

获得这些信息。本书还探讨了一些前沿课

题，譬如石墨烯，碳纳米管、分子的同位素

频率，以及一些传统的主题：分子和固体的

振动电子态，晶体场论和配位场论，过渡金

属复合物，空间群，时间反转对称，以及磁

群等。

　　本书共１４章：１．入门：角鲨烯；２．代
入了同位素的ＡＢ２分子的分子振动；３．球
对称和全旋转群；４．晶体场论；５．电子自
旋和角动量；６．分子的电子结构：ＬＣＡＯ

模型；７．双原子分子的电子态；８．过渡金
属复合物；９．空间群和结晶固体；１０．空
间群论的应用：钙钛矿的能级带；１１．空间
群论的应用：晶格振动；１２．时间反转和磁
群；１３．石墨烯；１４．碳纳米管。本书目录
的前面有本书的简介，目录的后面有序

言。每一章的结尾有参考书目及练习题。

书的末尾有 Ａ－Ｇ共 ７个附录和主题
索引。

　　本书第一作者 ＴｈｏｍａｓＷｏｌｆｒａｍ教授
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物理天

文系原主席。他为一个大公司建立了一

个生产二极管泵、光纤发射器和放大器的

科技实验室。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物理、化学、电子
工程以及材料领域的研究生或研究人员。

刘克玲，退休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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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还是连续？
现代物理学中基本长度的探索

ＡｍｉｔＨａｇａｒ　　著
　　在有关宇宙的知识中，无限的概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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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的作用，无限时空的连续性就是例

证；但是，时空真的是连续的吗？统观科学

史，在很小的尺度里，时空被认为是量子

化的。从早期的经典电动力学出发，直至

现今的量子引力，本书以新的历史视角，

将新的概念分析手段与各种物理实例结

合了起来。本书是唯一的研究现代物理

学中基本长度的书。书中包含了一些讨

论理论物理研究结果的哲学论文，通俗易

懂，尽量避免了复杂的数学。本书含盖了

历史、哲学和理论物理的内容，令人耳目

一新地探索了时空的性质，这些也是现代

物理学中发人深省的课题。

　　本书共９章：１．引言；２．来自数学的
论证：用微积分学等数学工具以及量子化

理论，探讨了时空的离散性和连续性；３．
来自哲学的论证；４．电动力学，ＱＥＤ以及
早期的 ＱＦＴ；５．量子引力：史前；６．爱因
斯坦关于长度的论述；７．量子引力：当代
的探索；８．实践才能检验真理；９．结尾。
本书目录的后面有序言。书的末尾有参

考书目和主题索引。

　　本书作者ＡｍｉｔＨａｇａｒ教授是美国印第
安那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的副教授，

讲授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他的研究兴趣包

括：机遇的概念，有关时间的哲学，物理计

算的概念，量子信息理论基础，以及癌症的

生物建模等。他还出版了两本著作：《Ｔｉｍｅ
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时间和机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Ｎｏｉｓｅ》（噪音的复杂性）。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对哲学感兴趣的
物理系大学生或研究生，也适合于对物理

学感兴趣的哲学系大学生或研究生。

刘克玲，退休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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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态半导体
ＳáｎｄｏｒＫｕｇｌｅｒ等　　著
　　非晶态半导体是具有半导体性质的
非晶态材料，是半导体的一个重要部分。

非晶态半导体在多种应用领域中都存在

着巨大的潜力，其中，非晶硫早已广泛应

用在复印技术中，由Ａｓ－Ｔｅ－Ｇｅ－Ｓｉ系玻
璃半导体制作的可改写存储器已有商品

问世，利用光脉冲玻璃化碲微晶薄膜制作

的光存储器正在研制之中，还有人正在尝

试把非晶硅场效应晶体管用于液晶显示

和集成电路。对于非晶硅的应用，目前最

多的研究集中于太阳能电池，非晶硅比晶

体硅制备工艺简单，易于制造大面积产

品，并且非晶硅对于太阳光的吸收效率

高，器件只需大约 １微米厚的薄膜材料。
因此，非晶硅有望成为更廉价太阳能电池

的原料，现已受到能源专家的重视。

　　本书首先分析了非晶态与晶态半导
体一致的属性：它们具有类似的基本能带

结构，有导带、价带和禁带。非晶材料的

基本能带结构主要取决于原子附近的状

况，可以用化学键模型作定性的解释。以

四面体键的非晶 Ｇｅ、Ｓｉ为例，Ｇｅ、Ｓｉ中四
个价电子经ｓｐ杂化，邻近原子的价电子之
间形成共价键，其成键态对应于价带，反

键态对应于导带。无论是Ｇｅ、Ｓｉ的晶态还
是非晶态，基本结合方式是相同的，只是

在非晶态中键角和键长有一定程度的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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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因而它们的基本能带结构是相类

似的。

　　在此之后，本书对非晶半导体与晶态
半导体的差异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晶态半

导体的结构是周期有序的，即具有平移对

称性，电子波函数是布洛赫函数，波矢 ｋ
是与平移对称性相联系的量子数；相比而

言，非晶态半导体不存在周期性，ｋ不再是
量子数。晶态半导体中电子的运动是比

较自由的，电子运动的平均自由程远大于

原子间距；非晶态半导体中结构缺陷的畸

变使得电子的平均自由程大大减小，当平

均自由程接近原子间距的数量级时，无法

应用晶态半导体中建立的电子漂移运动

理论。非晶态半导体能带边态密度的变

化不像晶态那样陡峭，而具有不同程度的

带尾。

　　本书还介绍了如何使用计算机模拟
产生随机结构，为读者提供了构建现实材

料的方法；通过大量仿真详述了非晶半导

体不定型结构的光学和电气特性，方便读

者理解无序半导体特性。最后的章节详

细讨论了通过光子辐射改变半导体结构

的方法，并预测了应用前景。

　　本书分为５章：１．背景介绍，回顾了非
晶硅的科研和应用历史；２．预备知识，介
绍了薄膜生长工艺、熔融玻璃态法和菲利

普斯理论；３．非晶半导体结构，介绍了晶
态半导体和非晶态半导体的主要区别、由

三维向一维投影的函数、由一维向三维扩

展的函数、相变及其应用；４．电子层微观
结构，介绍了化学键结构、电子的浓度和

状态、主要缺陷、光学特性和电气特性；５．
光诱导现象，介绍了光致体积变化、光子

暗化效应和光致褪色、光致缺陷、光致结

晶和非晶形态。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半导体领域、电子

领域、新能源领域的学生、教授和研究

人员。

宁圃奇，博士，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Ｐｕｑ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ＥｒｎｓｔＯ．Ｇｂｅｌｅｔａｌ

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３５２７６８０８８７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５２７６８０８８７

量子计量学

单位和测量的基础

ＥｒｎｓｔＯ．Ｇｂｅｌ等　　著
　　国际单位制（ＳＩ）是世界上使用得最
广泛的测量制，每天都在商业或科学领域

应用，公制是它的现代形式。它通常包括

米（ｍ）、千克（ｋｇ）、秒（ｓ）、安培（Ａ）、开尔
文（Ｋ）、烛光（ｃｄ）和摩尔（ｍｏｌ）。因为测
量技术的改进以及测量精度的提高，单位

制在不断地变化，单位及单位的定义也在

不断地改进。目前正在用自然常数以及

它们的量子标准为基础来重新定义 ＳＩ。
因此，不仅在计量学界而且在整个科学

界，基础物理和技术将会受到更多关注。

本书介绍并阐述了现代物理概念在计量

学中的应用，以及科学和测量的应用。重

点介绍了量子标准在即将发布的新 ＳＩ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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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共９章：１．引言：简介了测量标
准的发展史；２．基础知识：讲述了 ＳＩ中测
量的基本概念，强调了测量的不确定性，

它是由量子力学中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决

定的，也是各种噪音源引起的。本章阐述

了ＳＩ中７个单位的定义，以及新ＳＩ中由７
个自然常数的数值定义的新单位；３激光
冷却、原子钟和秒：原子云或离子的激光

冷却技术可以使温度降到接近零开尔文，

大大改进了原子钟并提高了频率标准，应

用原子钟可以重新定义时间单位（秒）；４．
超导性、约瑟夫森（Ｊｏｓｅｐｈｓｏｎ）效应和磁通
量：超导隧道结的约瑟夫森效应是定义量

子电压标准和电压单位的基础；５．量子霍
尔效应：异质结构半导体的量子霍尔效应

是定义量子电阻标准及单位欧姆的基础；

６．单电荷转移装置和新安培：根据新国际
单位制，电流的单位（安培）是通过计数单

位时间内基本电荷实现的，为此必须在隧

道结构中实现单电子传输；７．普朗克常
数、新千克和摩尔：质量单位（千克）的定

义是以普朗克常数为基础的，利用阿伏伽

德罗常数定义了摩尔；８．玻尔兹曼常数和
新开尔文：借助于玻尔兹曼常数定义了热

力学温度的单位（开尔文）；９．单光子计
量学和量子辐射计：介绍了发射非经典光

的单光子光源以及光子检测器；１０．展望：
讨论了量子计量学今后的发展。每章的

结尾有参考书目。本书目录的后面有前

言、序言和缩写字表。书的末尾有主题

索引。

　　本书第一作者 ＥｒｎｓｔＯ．Ｇｂｅｌ是德国
国家计量研究所教授，是计量学领域资深

的科学家，曾担任德国国家计量研究所所

长职务长达１６年之久，也是国际计量委员
会成员，并多年担任国际计量委员会主席

职务。他和第二作者 ＵｗｅＳｉｅｇｎｅｒ都是德
国不伦瑞克理工大学（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资深的老师，本书是以他
们讲稿为素材撰写而成。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高年级大学生、研
究工作者、科学家以及在现代计量学领域

工作的专业人员，也适合于对即将颁布的

ＳＩ定义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刘克玲，退休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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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８８２４９２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８２４９２４

现代 振 动 光 谱 学 和 微 光

谱学

理论、仪器和生物医药应用

ＭａｘＤｉｅｍ　　著
　　作者在１９９３年曾撰写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振动光谱学入
门）一书，该书论述了振动光谱的基本原

理和理论。在此书出版后的２０多年间，出
现了快速数据采集系统，皮秒和飞秒激光

器的广泛应用，计算能力的快速提高使得

振动光谱成像技术成为可能。计算机的

飞速发展使数据处理能力和统计分析能

力大幅提高。在此基础上，振动光谱学的

理论也得到发展，譬如表面增强拉曼光谱

学（ＳＥＲＳ）基础理论的建立等。这些新技
术在振动光谱学中的广泛应用，促使作者

撰写本书。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基本上是１９９３年出版一书的内容，振动光
谱学的原理和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新内

容，阐述了２０多年来振动光谱学在应用方
面的发展，特别是在生物物理和生物医药

中的应用。本书独一无二地将传统光谱

学与微光谱学统一在一本书中。

　　本书共１５章。第一部分现代振动光
谱学和微光谱学：理论，仪器和生物医药

应用，含第１－９章：１．分子振动；２．分子
振动对称的性质；３．红外光谱学；４．拉曼
光谱学；５．深入探讨振动光谱的细节；６．
特殊的拉曼方法：共振、表面增强和非线

性拉曼技术；７．共振光谱学中的时间分辨
法；８．振动的光学活性；９．振动频率和强
度的计算。第二部分 振动光谱学和微光

谱学在生物物理和生物医药中的应用，含

第１０－１５章：１０．振动光谱学的生物物理
应用；１１．振动微光谱学（ＭＳＰ）；１２．微光
谱分析中数据的预处理和数据处理；１３．
医疗诊断中细胞和生物组织的红外微光

谱学；１４．医药诊断中细胞和生物组织的
拉曼微光谱学；１５．总结和后记。每章的
结尾有参考书目。本书目录的前面有序

言。书的末尾有Ａ—Ｆ共６个附录以及主
题索引。

　　本书作者 ＭａｘＤｉｅｍ是美国东北大学
教授，他的专业是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化

学、生物成像以及医疗诊断。他的研究兴

趣包括：开发医疗诊断的光学方法。传统

的诊断方法将细胞或生物组织放在显微

镜下进行病理研究。不同于传统，他的实

验室用红外光谱和拉曼光谱的分子指纹

识别技术来研究细胞组分的变化。用红

外特殊成像技术来检测或诊断二次淋巴

结（转移）肿瘤；制造仪器并开发软件来诊

断或分类组织切片，给医生提供疾病的诊

断报告。用单个脱落细胞的红外特征光

谱来分辨是癌前变还是病毒感染。他的

红外诊断方法已获得商业化应用执照。

　　本书可用作现代振动光谱学的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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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者对象是学过一些量子化学并懂

得无机化学中群论概念的高年级大学生，

以及通过量子化学考试的研究生。

刘克玲，退休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ＫｅｌｉｎｇＬｉｕ，Ｒｅｔｉｒ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ＡｓｈｏｋＲａ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６４１９０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６４１９０

面向发电和副产品的可持

续能量转化

原理、技术和设备

ＡｓｈｏｋＲａｏ　　著
　　现代生活离不开电力和化学品，为使
这种生活方式可持续就必须把环境影响

也考虑进去。本书提供统一、全面和基本

的方法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可持续地把能

量转化为电力和副产品的合成燃料及化

学品。

　　传统的燃煤发电厂只是“简单”地通
过煤的燃烧产生蒸汽进而带动汽轮机利

用朗肯循环来发电，传统上是由机械工程

师设计的。而现代的发电厂通过引入化

学工程师擅长的过程，在许多方面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可持

续性上，对热效率和环境影响更大。另

外，一些设备运行在高温、高压和腐蚀等

苛刻环境，需要先进材料在此环境下仍具

有优良的机械和化学性质。因此可持续

电厂的开发和设计不仅需要机械、化学和

工业工程师，还需要化学家和材料科学

家。本书的许多内容对电气工程师也非

常适用。

　　本书从基本的物理原理出发，应用于
工程领域包括燃烧和动力循环的热力学、

流体流动、传热和传质；详细介绍了燃料

和化学品的多副产品的流程，包括关键设

备以及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生产副产品

的实例；还讨论了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

电网的稳定性。

　　全书内容共有１２章：１．能源系统简
介；２．热力学；３．液体流动设备；４．传热
设备；５．传质和化学反应设备；６．动力设
备；７．系统分析；８．朗肯循环系统；９．布
雷顿

!

朗肯联合循环系统；１０．副产品的
生产和热电联产（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ｇｅｎ
ｅｒａｒｉｏｎ）；１１．先进系统；１２．可再生能源和
核能。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工程、机械
工程、工业工程、热能动力工程等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是

能源转化相关行业的设计、研究、开发技

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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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ｕｓｔｏＧａｌｌｕｃｃｉｅ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８４４９３９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４４９３９４

可持 续 能 源 转 化 的 过 程

强化
ＦａｕｓｔｏＧａｌｌｕｃｃｉ等　　编
　　过程强化是被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
关注的热点，被广泛看作是改善化学工业

竞争能力的关键。本质上过程强化的目

标是创新性（反应器）的概念设计，以实现

更小、更安全、更高效和更廉价的过程。

　　能源是发展的动力。随着亚洲人口
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将进

一步增长，这为能源领域的过程强化带来

了许多机遇，特别是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的过渡期内减少化石燃料转化相关的二

氧化碳排放。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可持续能源转化
领域过程强化策略应用学术专著的空白。

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化学链燃烧的新概

念，二氧化碳捕获的过程强化概念，富氧

燃烧和氧渗透膜，蓝色能源和生物质转化

等应用于可持续能源转化的新颖强化方

法和反应器。

　　全书内容共有１１章：１．引言；２．冷
冻法二氧化碳捕获；３．新型燃烧前发电：
膜反应器；４．使用高温氧膜的富氧燃烧发
电；５．用于发电的化学链燃烧；６．吸附增

强的燃料转化；７．燃料电池用钯基膜产
氢；８．由生物质制合成天然气；９．蓝色能
源：能源转化的盐度梯度；１０．太阳能工艺
热和过程强化；１１．生物能———强化生物
质利用。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能源、化工、动力
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和工

程师。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１７８５１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１７８５１４

固相的热力学模拟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著
　　化学热力学是物理化学和热力学的
一个分支交叉学科，它把热力学的基本原

理用于研究化学变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物理现象。化学热力学主要研究宏观系

统在各种条件下的平衡行为，如能量平

衡、化学平衡、相平衡、吸附平衡等，以及

各种条件变化对平衡的影响。化学热力

学对生产实际和科学实验起着重大的指

导作用。

７

　　　国外科技新书评介　　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总第３５１期）　　化　学



　　化学热力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已从
传统的化学、化工领域渗透扩展到生物、

材料、工程等众多新兴领域。

　　本书是化学热力学丛书的第三册。
　　这套化学热力学丛书是建立在普通
热力学和化学热力学基本概念、知识基础

之上的深化、扩展和补充。具有理工科背

景的读者已接触过热力学的基本原理和

函数，可以处理无电场作用和无表面效应

的、理想介质中简单的相平衡和化学平衡

问题。

　　内容难度介于导论型课程和专题研
究之间，为化学和材料科学相关学科的深

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讨论微观（统

计热力学）和宏观两个尺度下的模拟，以

及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将这些模型应

用于气、液、固相，既包括纯物质的简单情

形，也拓展到多组分复杂体系。

　　在纯固相的模拟中，采用爱因斯坦和
德拜的谐振子模型分别计算了四类固体：

原子、分子、离子固体和金属的正则配分

函数，由此可求得恒容比热容和膨胀

系数。

　　在固相溶液的模拟和表征中，引入了
简单溶液模型，讨论了合金中有序／无序
转化的热力学，还介绍了固相溶液中组分

活度系数的实验测定方法。

　　关于固体的非计量学、纯固体中的点
缺陷，从拟化学现象的观点阐述了缺陷间

的平衡。

　　关于固相溶液的点缺陷，讨论了绝缘
和半导体离子材料中参杂的作用，以及点

缺陷产生的平衡常数的计算方法。

　　全书内容共分为４章和２个附录：１．
纯结晶固相；２．固相溶液；３．固相中的非
计量学；４．固相溶液和结构单元。附录

１．拉格朗日乘子法；附录２．薛定谔方程
的求解。

　　本书可作为化学、物理、过程工程，材
料等专业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

材，同时也是从事热力学相关基础和应用

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Ｐｈａｓｅ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１７８４８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１７８４８４

液相的模拟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著
　　化学热力学是物理化学和热力学的
一个分支交叉学科，它把热力学的基本原

理用于研究化学变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物理现象。化学热力学主要研究宏观系

统在各种条件下的平衡行为，如能量平

衡、化学平衡、相平衡、吸附平衡等，以及

各种条件变化对平衡的影响。化学热力

学对生产实际和科学实验起着重大的指

导作用。

　　化学热力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已从
传统的化学、化工领域渗透扩展到生物、

材料、工程等众多新兴领域。

　　本书是化学热力学丛书的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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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化学热力学丛书是建立在普通
热力学和化学热力学基本概念、知识基础

之上的深化、扩展和补充。具有理工科背

景的读者已接触过热力学的基本原理和

函数，可以处理无电场作用和无表面效应

的、理想介质中简单的相平衡和化学平衡

问题。

　　内容难度介于导论型课程和专题研
究之间，为化学和材料科学相关学科的深

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讨论微观（统

计热力学）和宏观两个尺度下的模拟，以

及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将这些模型应

用于气、液、固相，既包括纯物质的简单情

形，也拓展到多组分复杂体系。

　　本册书专注于液相的研究。
　　对纯液体的模拟分别采用了径向分
布函数和配分函数，由最简单的模型到非

常复杂的模型都有介绍，对它们模拟的结

果进行了相互比较，并与实验结果做了

对照。

　　对于溶液的宏观模拟，在简单的溶液
模型，如理想稀溶液、正规溶液、无热溶液

的基础上给出了活度系数对数值的有限

展开方法及应用。

　　微观溶液模拟中介绍了随机分布模
型，局部组成和组合过剩熵的集成模型。

　　离子溶液的模拟有德拜 －休克尔模
型，以及前述的局部组成和组合过剩熵的

集成模型。

　　本书还对溶液中组分的活度或活度
系数的实验测定进行了描述。

　　全书内容共分为５章和３个附录：１．
纯液体；２．液相分子溶液的宏观模拟；３．
液相分子溶液的微观模拟；４．离子溶液；
５．溶液中组分活度的求取。附录１．数值
模拟的统计方法；附录２．溶液性质；附录

３．统计热力学。
　　本书可作为化学、物理、过程工程，材
料等专业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

材，同时也是从事热力学相关基础和应用

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ｏｏｌ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ａｓｅ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１７８４５３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１７８４５３

相模拟工具
应用于气相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著
　　化学热力学是物理化学和热力学的
一个分支交叉学科，它把热力学的基本原

理用于研究化学变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物理现象。化学热力学主要研究宏观系

统在各种条件下的平衡行为，如能量平

衡、化学平衡、相平衡、吸附平衡等，以及

各种条件变化对平衡的影响。化学热力

学对生产实际和科学实验起着重大的指

导作用。

　　化学热力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已从
传统的化学、化工领域渗透扩展到生物、

材料、工程等众多新兴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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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化学热力学丛书的第一册。
　　这套化学热力学丛书是建立在普通
热力学和化学热力学基本概念、知识基础

之上的深化、扩展和补充。具有理工科背

景的读者已接触过热力学的基本原理和

函数，可以处理无电场作用和无表面效应

的、理想介质中简单的相平衡和化学平衡

问题。

　　内容难度介于导论型课程和专题研
究之间，为化学和材料科学相关学科的深

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讨论微观（统

计热力学）和宏观两个尺度下的模拟，以

及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将这些模型应

用于气、液、固相，既包括纯物质的简单情

形，也拓展到多组分复杂体系。

　　本册书内容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篇幅是关于相模拟工具、势
能特征函数的构建，由不同的实验数据确

定特征矩阵的微观方法，利用分子对象的

统计学、微正则和正则空间进行相的微观

模拟，由分子数据的计算状态函数进而求

取相的特征函数。

　　后半部分是关于气相的模拟。首先
用状态方程法、通用压缩因子图和逸度的

概念进行纯气相的宏观和微观模拟；第二

维里系数的计算是统计热力学微观模拟

的初步应用；最后详细描述了混合气体的

微观和宏观模拟，还包括凝聚溶液模型和

状态方程的混合模型等内容。

　　全书内容共分为８章和５个附录：１．
热力学函数和变量；２．相的宏观模拟；３．
多组分相———溶液；４．对象集合的统计
学；５．正则系统和热力学函数；６．分子配
分函数；７．纯的真实气体；８．气体混
合物。

　　本书可作为化学、物理、过程工程，材
料等专业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

材，同时也是从事热力学相关基础和应用

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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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ｉｅｓＰｏｍｅｒｏｌｅｔａｌ

ＭＯＯＣｓ
Ｄｅｓｉｇｎ，Ｕｓｅ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８１３６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８１３６４

慕课
设计，应用和商业模式

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ｏｍｅｒｏｌ等　　著
　　慕课，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是基
于网络新技术的教育教学新模式改革探

索，正在触发大学传统学习形态发生根本

性改变。慕课是新生事物，与因特网和社

交网络相伴而生。其特征是公开面向广

大网友，任何人通过网络就可以接触到

它。除了传统课堂上所通常使用的录像

资料、阅读材料和练习题外，慕课还会为

网友提供互动的论坛，以期在师生之间搭

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２０１２年被称为“慕课之年”，慕课的
发展势头极为迅猛，且还在不断增长之

中。无论在美洲还是亚洲，欧洲还是澳大

利亚，各国的众多高校，开始推出独具各

自国家与高校特色的慕课公司与课程。

　　慕课面临全方位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既要面对传统思想的严峻挑战，更要面对

新教育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高教重大变革

所必然遇到的现实困境。

　　本书对慕课的产生、发展背景及现状
进行了回顾总结，重点分析了慕课制作相

关的技术问题，全面深入地讨论了慕课对

传统教育和培训模式、学生学习方法、现

行教育体制的冲击和影响，对人们所关注

的慕课商业模式也做了介绍，促使读者重

新思考网络技术推动远程教育和学习方

式巨变所产生的影响。

　　全书内容共分为 ６章：１．慕课是什
么？２．如何制作慕课？３．慕课的对象和
目的；４．慕课的财务和发展；５．慕课和高
等教育；６．结论：慕课的未来。
　　本书读者对象有网络信息技术、计算
机信息系统、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继续教

育、专业培训等行业从事研究和应用开发

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陈宏刚，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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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ｅｒＬｕｎｄｅｔａｌ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８５９７３６１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５９７３６１

旅行医学必备手册
ＰｅｔｅｒＬｕｎｄ等　　著
　　近几十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全球
化航空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快速，极大地方

便了旅行者，同时也成为传染病传播的桥

梁。美国一项关于旅行者的队列研究表

明：６４％的旅行者在旅途中出现健康问题，
其中８％的人因此就医；２６％的旅行者回国
后患病，其中１２％的人去医院接受诊治。
旅行卫生和健康问题正逐渐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作为一门跨领域的学科，旅行医学

在过去的２０年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旅行
医学的首要目的是保护旅游者避免疾病与

死亡；其次就是通过“自我治疗”，使疾病和

事故造成的伤害最小化。许多公共卫生专

家也会关心那些从传染病区归来的旅游

者，因此旅行医学还包括了传染病学和热

带病学的相关知识。

　　本书是《旅行医学必备手册》的第一
版，介绍了旅游医学的发展，基于旅行医学

的临床实践，从数百万国际旅行者多样、复

杂的健康问题出发，为医疗保健从业人员

特别是新员工，提供基础知识和实践要点。

　　本书还结合旅行者的个人信息和旅行
信息，分析旅行者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向

旅行者提供专业的医学建议和积极的防护

措施，是减少疾病传播、保护旅行健康的有

效途径。

　　本书分为５部分，共有３０章。第１部
分 旅行医学的基础知识，包含第１－５章：
１．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病学基础；２．非传染性

的流行病基础；３．旅行前健康风险评估；４．
旅行诊所的建立方法；５．旅行医学相关资
源。第２部分旅行相关的传染病，包含第６
－１４章：６．旅行者腹泻类疾病；７．媒介传播
类疾病；８．黄热病；９．疟疾；１０．呼吸系统疾
病；１１．性传播感染类疾病；１２．热带皮肤感
染；１３．狂犬病；１４．可预防疾病的相关疫苗。
第３部分 正接受治疗和需要照顾的特殊旅
行者，包含第１５－２３章：１５．妇女在旅行中
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１６．儿童在旅行中需
要关注的健康问题；１７．正接受治疗的旅行
者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１８．年长旅客和残
疾旅行者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１９．探亲访
友相关的健康问题；２０．移民和难民相关的
旅行医学；２１．海外留学者相关的健康问题；
２２．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救灾人员和传教
士相关的健康问题；２３．长期旅行者相关的
健康问题。第４部分 环境带来的旅行健康
风险，包含第２４－２９章：２４．航空旅行医学；
２５．探险和野外生存相关医学；２６．有毒生物
的毒素知识；２７．游船相关旅游医药；２８．群
众聚会相关旅行医学；２９．在国外下的紧急
护理知识。第５部分 旅行结束的相关医学
知识；３０．旅行结束后旅客需要关注的健康
问题。

　　本书的作者ＪａｎｅＮ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和Ｇａｒｙ
ＷＢｒｕｎｅｔｔｅ来自疾病控制中心，第一作者
ＰｅｔｅｒＡ．Ｌｅｇｇａｔ来自澳大利亚，他们作为国
际权威专家，按照各自擅长的领域撰写了

不同的章节，这些章节可以反映当前旅行

医学在不同方面的最佳临床实践水平。

　　本书是旅行医学的全面指南，面向旅
行医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提供了完备

的基本知识基础，可以作为系列培训课程。

马雪征，硕士，助理研究员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卫生检疫研究所）

ＸｕｅｚｈｅｎｇＭ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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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ｌｏｍｉＡｒｎｏ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０７０６１５５２

可见光通信
ＳｈｌｏｍｉＡｒｎｏｎ
　　可见光通信（ＶＬＣ，Ｖｉｓｉ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是迅速发展的应用于短程的通
信技术。借助于高功率发光二极管 ＬＥＤ
的最新进展，可见光通信技术提供了可替

代射频技术的方法，更加节能和清洁。利

用现有的照明基础设施可使光的无线通

信系统迅速发展。

　　本书由各国可见光通信领域的主要
研究人员提供的专业知识组成。这本书

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可见光通信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原理，并概述了这一前沿技术的

关键应用。为了提高可见光通信网络性

能，本书还阐述了可见光通信系统中的调

制技术、定位和通信、同步和行业标准，以

及可见光通信相关技术。

　　本书包含９章：１．简介；２．调制技术与
光源的限制；３．室内ＶＬＣ系统的性能增强
技术；４．光定位系统（ＬＰＳ）；５．可见光定位
和通信；６．可见光通信标准；７．可见光通
信同步的问题；８．为ＶＬＣ进行 ＤＭＴ调制；
９．基于可见光通信的影像传感器。
　　本书作者 ＳｈｌｏｍｉＡｒｎｏｎ是以色列 Ｂｅｎ
Ｇｕｒｉｏｎ大学（ＢＧＵ）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
教授。他是国际光学工程学会ＳＰＩＥ成员，
２０１２年高级无线光通信系统的联合主编，
２００６年光通信和网络杂志专刊编辑，以及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５年 ＩＥＥＥ选定领域通讯杂

志编辑。

　　本书是可见光通信领域稀缺的参考
书，适用于专业技术读者和科研人员。不

同于其他可见光通信书籍，本书不仅探讨

了可见光通信中光源和调制格式等基本

概念，还直接深入到技术层面进行阐述。

　　本书可作为可见光通信和光无线通
信领域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以

及电信领域从业者的参考资料。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ＰｅｔｅｒＪ．Ｍａｎｔｌ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Ｃｒａｆｔ
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ＫｎｏｔｓａｔＳｅａ
２０１５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Ｐ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０７０９０４１５

高速舰船

以１００节航速行驶于海上
ＰｅｔｅｒＪ．Ｍａｎｔｌｅ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能够以１００节速度
行驶于海上的大型海军舰艇。这是第一

本从历史和技术角度广泛总结高速舰船

的著作。本书探讨了在设计高速海面舰

船过程中特殊的原则和挑战。本书探讨

了海面舰船的不同船型分类，影响升力和

工艺的阻力参数设计和原理。影响高速

舰船行驶的四种力分别是流体静力（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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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动力，空气静力和空气动力。

　　本书共分 １２章：１．航速 １００节的目
标；２．高速舰船发展的历史；３．第一水面
效应舰船；４．美国海事管理局大型高速水
表效应舰船（ＳＥＳ）计划的历史；５．美国海
军大型高速水表效应舰船（ＳＥＳ）计划的历
史；６．ＳＥＳ－１００Ａ和 ＳＥＳ－１００Ｂ测试船
和三万吨大型高速表面效应舰船（ＳＥＳ）；
７．经济因素；８．技术因素；９．海军军事行
动的注意事项；１０．高级海军交通工具概
念评估（ＡＮＶＣＥ）项目；１１．空气动力气垫
船；１２．吸取教训和下一步的发展。
　　作者ＰｅｔｅｒＪ．Ｍａｎｔｌｅ是长期供职于海
军的建筑师和航空航天工程师，其职业生

涯中，曾作为第一水表效应船和空气动力

学气垫艇的首席工程师和试航员，也是美

国海军１００吨位移水面效应船ＳＥＳ－１００Ｂ
的技术总监和项目经理，该船以９１．９０节
的速度创造了世界纪录。ＰｅｔｅｒＪ．Ｍａｎｔｌｅ
还从事包括飞机、舰艇、潜艇、导弹系统等

的研究，担任海军作战部五角大楼首席办

公室主任、技术评估主任；担任北约空地

海主席和北约工业顾问组美国代表董事

长，主管北约防务事宜。他发表了众多研

究论文，其著作包含气垫船发展的技术概

要、气垫船发展、导弹防御公式、因素决

策等。

　　本书适合于海军研究人员、舰船设计
师、相关专业研究生和历史学家阅读，以

及对船舶与动力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１，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０９７１９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０９７１９

光子学

第１卷，光子学和物理学基础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本丛书共分为四卷，分别是，第一
卷：科学基础，技术和应用；第二卷：纳米

光子结构与材料；第三卷：光子技术和仪

器；第四卷：生物医学光子学，光谱学和

显微镜。本丛书内容包含整个现代光子

学的内容；着重研究光子到光的特性，重

点分析光子形成光的过程和应用；紧密

扣合现代光学的迅速发展。本卷各个章

节均由该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撰写。

　　本丛书的编者也是本书的作者 Ｄａ
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致力于基础光子学和能源
运输、光机械力和非线性光学现象的研

究。他发表了超过３００篇研究论文并著
有十几本书，包括教科书中广泛采用的

激光内容。他所在的研究组重点研究方

向是纳米分子系统中基于纳米光学的操

纵和交换，以及光捕获新机制。该研究

组与国际合作研究小组有着紧密的关

系，特别是与加拿大、立陶宛、新西兰和

美国的相关研究小组。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还是皇家化学学会物理研究所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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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光电工程学会 ＳＰＩＥ会员，以及光学
和光子学国际协会成员。

　　本书是光子学系列丛书的第一卷：
科学基础，技术和应用。本书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介绍了现代光子学中从统计

光学到量子光子学涉及到的基础技术和

应用，也包含这些技术和应用所依据的

基本物理原理。本卷所讨论的主题有：

光子、相干性和统计光学、复杂光与奇点

光学、电介质电动力学、快光与慢光、全

息光学、多光子过程、光角动量、光力及

捕获和操纵、偏振态、量子电动力学、量

子信息与计算、量子光学、共振能量转

移、表面光学、超短脉冲现象。

　　本书章节内容包括：１．光子；２．相干
性和统计光学；３．空间变化的偏振光；４．
量子光学；５．压缩态光；６．材料电磁理
论；７．纳米光子学表面和腔；８．量子电动
力学；９．多光子过程；１０．轨道角动量；
１１．光学中的螺旋性和电磁对偶转换；
１２．慢光和快光；１３．阿秒物理：原子和固
体的阿秒条纹光谱学

　　本书适用于物理专业研究生阶段的
学生，光子学方向的工程师、学术研究人

员及该领域的研究生、大学讲师、教育工

作者等。本书也适用于政策制定者、咨

询顾问、科技图书馆、政府实验室和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２，Ｎ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１１７５０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１１７５０

光子学

第２卷，纳米光子结构与材料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编
　　本书是光子学系列丛书的第二卷：纳
米光子结构与材料。本卷内容包含了纳米

光子学和材料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应用。纳

米光子学研究纳米尺度的光与物质相互作

用，研究人员在纳米尺度的光子学领域中

探索新的现象。与传统光子学和电子学相

比，纳米光子学发展速度远远超出预先设

想。在这本书讨论的专题内容有：微腔光

子、冷原子和玻 －爱因斯坦凝聚、光显示、
电子纸、石墨烯、集成光子学、液晶、超材料、

微纳米结构制造、纳米材料、纳米管、等离

子体、量子点、自旋电子学和薄膜光学。各

个章节由各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撰写。

　　本书章节内容包括：１．硅光子学；２．微
腔光子；３．超材料：当今最先进的技术和未
来发展方向；４．量子纳米等离激元光子学；
５．介质光子晶体；６．量子点；７．光子自旋的
磁性控制；８．薄膜分子纳米光子学；９．基于
有机电子学的光捕获材料；１０．金属氧化物
基光电化学制氢的研究进展；１１．冷原子和
人工电磁的光学控制。

　　本书硅光子学章节的作者ＷｉｍＢｏｇａｅ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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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Ｇｈｅｎｔ大学的光子学研究小组的教授。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型集成光电子线

路，特别是可重构光子集成电路。ＷｉｍＢｏ
ｇａｅｒｔｓ于１９９８年６月在Ｇｈｅｎｔ大学毕业于
工程应用物理专业，随后他加入了Ｇｈｅｎｔ大
学信息技术部门的光子学研究小组，开始

博士阶段的研究，设计和制造性能独特的

纳米光子元件和光子晶体。他扩展了硅纳

米光子学的研究领域，并于２００４年４月获
得博士学位。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０年间，他在 Ｇｈ
ｅｎｔ根特光子学研究组开展硅光子技术平
台的建设和研究。他是 ＩＥＥＥ工程学会的
会员、国际光电工程学会 ＳＰＩＥ会员，以及
ＯＳＡ美国光学物理学会成员。
　　本书适用于物理专业研究生阶段的学
生，光子学方向的工程师、学术研究人员及

该领域的研究生、大学讲师、教育工作者等。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３，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１１７８１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１１７８１

光子学

第３卷，光子技术和仪器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本书光子学系列丛书的第三卷，主要
讨论光子技术和仪器，以及所涉及到的基

本知识和物理原理。本卷中讨论的主题包

括：通信网络、数据缓冲器、国防和安全中

的应用、探测器、光纤和放大器、绿色光子

学、仪器仪表和计量、干涉、捕光材料、逻辑

器件、光通信、遥感、太阳能、固态照明，以及

波长转换。

　　本书章节包含：１．固态照明：走向智能
化和超高效的材料、器件、灯具和系统；２．集
成光学使用的高对比度光栅；３．表面等离激
元晶体：控制光与周期性结构的金属膜；４．
光学全息；５．隐身和变换光学；６光子数据
缓冲器；７．光力，捕获和操纵；８．微流控光
学；９．纳米材料科学中的纳米等离激元传感
器；１０．激光制造和纳米结构；１１．基于光子
技术的自由电子激光器。

　　本书固态照明章节的作者 Ｍ．Ｈ．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来自于美国新墨西哥州桑迪亚国
家实验室。他的研究方向为光子学新型材

料和器件，对固态照明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发表过近百篇的学术论文，并在国际会

议上给出光子学器件关于高效照明应用的

特邀报告。他同时是 ＩＥＥＥ工程学会的会
员和国际光电工程学会ＳＰＩＥ会员。
　　本书适用于物理专业研究生阶段的学
生，光子学方向的工程师、学术研究人员及

该领域的研究生、大学讲师、教育工作者等。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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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４，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１１８０４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０１１８０４

光子学
第４卷，生物医学光子学，光谱学和显
微镜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ｗｓ
　　本书是光子学系列丛书的第四卷，主
要讨论生物医学光子学、光谱学和显微镜，

及其所涉及的基本物理原理和相关知识。

本卷中讨论的主题是：生物光子学、荧光和

磷光、医学光子学、显微镜、非线性光学、眼

科技术、光学层析、微流控光学、光动力疗

法、图像处理、成像系统、传感器、单分子检

测，以及光子学的未来。

　　本书章节内容包含：１．荧光光谱；２．单
分子探测和光谱学；３．共振能量转移；４．光
合作用的生物光子学；５．光学切片显微镜
学和生物成像；６．细胞操作，整理和生存能
力；７．组织偏振测量；８．光波导生物传感器；
９．高散射混浊介质中的光传播：概念、技术
和生物医学应用；１０．光动力疗法；１１．超越
光学衍射极限的成像和细胞探测；１２．光子
学技术。

　　本书的荧光光谱章节作者ＤａｖｉｄＪ．Ｓ．
Ｂｉｒｃｈ是荧光光谱学的专家，工作于英国苏
格兰大学物理联盟协会。ＤａｖｉｄＪ．Ｓ．Ｂｉｒｃｈ
教授的研究涵盖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物

理化学，尤其是在纳米科学尖端领域做出

了卓越的研究贡献。他目前的研究包括分

子动力学的荧光研究、纳米计量、单分子材

料制备与检测。他是分子纳米计量中心和

飞秒研究中心（ＦＲＣ）的创始人之一，并已
发表论文２００多篇，相关学术文章引用率超
过３千次。他最近获得了＂纳米测量分子
科学，医 学 和 制 造＂科 学 与 创 新 奖
（ＥＰＳＲＣ）。
　　本书可作为物理专业研究生阶段学生
的参考书，也可用作光子学方向的工程师、

学术研究人员及该领域的研究生、大学讲

师、教育工作者等的工具用书。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ＭｉｋｈａｉｌＹ．Ｂｅｒｅｚｉｎ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Ｂｉｏｍｅｄ
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ｔｏ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８８７３１５１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８７３１５１

用于生物医学成像和诊断的

纳米技术

从纳米粒子设计到临床应用

ＭｉｋｈａｉｌＹ．Ｂｅｒｅｚｉｎ
　　本书介绍了用于生物医学成像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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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米技术，展示了从纳米粒子设计到临

床应用的过程，呈现了纳米材料的生物和

医学影像学中愈发重要的作用。本书详细

描述了用于生物医学成像和诊断的纳米技

术目前的研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书涵盖纳米技术和生物成像的所有
主要原理和知识，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

研究和诊断，由来自学术界、工业界和医疗

界纳米技术和影像学专家共同撰写，全面

覆盖用于生物医学成像和诊断的纳米技

术，包含从纳米材料的设计及其医学成像

上的广泛应用。本书由该领域公认的专家

执笔，是一本高质量的参考书。

　　本书共１６章。１．纳米粒子成像的历
史：１８９５年至２０００年。２－１６章分为三个
部分。第１部分 纳米颗粒的设计，合成与
表征，含第２－６章：２．有机溶液相合成的铁
氧基磁性纳米粒子的高级生物成像应用；

３．脂质基的药物纳米载体的成像应用；４．空
心纳米胶囊在生物医学成像的应用；５．纳
米粒子作为光声成像造影剂；６．纳米粒子
生物成像：特性分析和测量。

　　第２部分 影像学技术：从概念到应用，
含第７－１１章：７．放射性标记的纳米生物医
学成像；８．ＭＲＩ和钆基纳米粒子；９．体内分
子荧光成像；１０．光声和超声成像与纳米造
影剂；１１．基于生物成像的表面增强拉曼
散射。

　　第３部分 纳米技术生物医学成像及其
它，含第１２－１６章：１２．金纳米棒及其在癌
症治疗的应用，动物体内成像和到人类的

潜在应用；１３．成像遗传信息；１４．植物病毒
纳米颗粒在组织特异性成像的应用；１５．纳
米治疗诊断医学的设计和发展；１６．动物模
型的临床前成像应用。

　　本书编者 ＭｉｋｈａｉｌＹ．Ｂｅｒｅｚｉｎ博士，是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放射学助理教授。他

于莫斯科石油和天然气研究所取得化学工

程硕士学位，并于有机化学研究所（科学

院）取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圣

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从事光学成像研究。

他是Ｓｉｔｅｍａｎ癌症研究中心的成员，以及美
国化学学会和生物医学光学学会会员。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专业学习的学生，
科学家和医疗专业人员阅读。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ＴｒｅｖｏｒＳ．Ｂｉｒ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Ａｒｒａｙ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９１２７４５１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９１２７４５１

孔径天线和阵列基础

从理论到设计，制造和测试

ＴｒｅｖｏｒＳ．Ｂｉｒｄ
　　在无线电设备中，用来辐射和接收无
线电波的装置称为天线。天线的径与指天

线接收功率的面积有关。本书详细介绍了

孔径天线和阵列的基础知识，包含从理论

到设计，以及制造和测试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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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假定读者在研究学习初期已经掌
握了麦克斯韦方程、场和波的基本知识。

起初几章概括介绍了一些基础知识，以便

能为其余各章提供连续性的知识和背景。

本书介绍孔径天线的内容包括：天线角的

主要类型、反射器和阵列以及微带贴片、反

射阵列和透镜。为了提供比阵列天线表面

处理更多的内容，本书关于相互耦合的专

题比同类型的书籍介绍了更多细节，这对

于包含弯曲表面天线的应用是非常重要

的，例如空气动力学中的应用，以及用于制

造不易引人注意的孔径天线。本书还介绍

了现代孔径天线最常见类型以外的设计技

术，展示了最新孔径天线的进展，以及未来

将要进行改善的地方。此外，还包括制造

和测量孔径天线的章节内容。

　　本书包含９章内容：１．引言；２．背景理
论；３．孔径场辐射；４．波导和角天线；５．微带
贴片天线；６．反射天线；７．孔径天线阵列；８．
孔径天线保角阵列；９．反射阵列和其它孔
径天线；１０．孔径天线的应用
　　本书作者 ＴｒｅｖｏｒＳ．Ｂｉｒｄ博士是 Ｍａｃ
ｑｕａｒｉｅ大学副教授和澳大利亚 ＬＣＳＩＲＯ荣
誉会员。

　　这本书适合作为天线的高级课程，侧
重于孔径天线的成熟而重要的背景场。这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高年级研究生，以及从

移动行业学术界进入工业界的读者，刚开

始职业生涯的无线工程师、系统设计师，以

及研发部门人员或相关执业工程师。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ｒｐｉｎｔｅｒｏｅｔａ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ｔ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１１８９２０４１１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８９２０４１１

半导体太赫兹技术
常温操作的设备和系统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ｒｐｉｎｔｅｒｏ等　　著
　　半导体太赫兹技术展示了重要的新型
应用，使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领域进入

到所谓的“太赫兹缺口”，并获得了关键进

展。本书介绍半导体太赫兹这一开拓性的

领域和内容，详细阐述了太赫兹技术基本

原理、产生和检测太赫兹波的方法以及太

赫兹固态器件的创新技术，广泛介绍了半

导体太赫兹源的应用，讨论了太赫兹应用

的重要技术，展示出太赫兹波在安全和电

信方向上的潜在应用。

　　本书内容来自半导体太赫兹技术的权
威专家，全面系统地涵盖了常温工作的半

导体太赫兹源，如光混频器、太赫兹天线，

也包含辐射概念和太赫兹传播以及常温工

作的太赫兹探测器。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

于最新的光子和电子太赫兹系统应用以及

新兴的太赫兹技术，包括：回音壁谐振器、

液晶、超材料和石墨烯设备。

　　本书共分为８章：１．概况；２．太赫兹的
基本原理；３．太赫兹发射的理论；４．太赫兹
波的传播；５．太赫兹直接探测的原理；６．太
赫兹电子学；７．光子太赫兹技术；８．新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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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技术。

　　本书作者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Ｃａｒｐｉｎｔｅｒｏ和 Ｅｎ
ｒｉｑｕｅＧａｒｃｉａ－Ｍｕｎｏｚ共同来自西班牙 Ｃａｒ
ｌｏｓＩＩＩｄｅＭａｄｒｉｄ大学，ＨａｎｓＨａｒｔｎａｇｅｌ。
ＳａｓｃｈａＰｒｅｕ和来自德国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工业大
学，ＡｎｔｔｉＲａｉｓａｎｅｎ来自芬兰Ａａｌｔｏ大学
　　本书适合于本领域研究员和专业人士
阅读。本书满足了现今教学和研究上，对

半导体太赫兹技术日益增长的学术需求，

是一本太赫兹技术领域研究生不可缺少的

参考书。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ｏｌｕｍｅ１，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ｂｏｏｋ／
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３５２７６９９２２３
Ｅ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５２７６９９２２３

光学系统手册

第１卷，光学技术基础
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
　　本书是光学系统手册系列丛书的第１
卷，提供了光学技术领域的一般性介绍。

虽然本卷是光学系统手册系列的一部分，

但本书内容是独立而完整的。本书具有超

过７００张全彩色图片，用来展示光学技术基
础的相关知识和内容，为光学技术基础做

出了直观的展现。

　　光学系统手册系列丛书对当今光学系
统的理论和知识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包括

基本原理、光学计算、光学设计、光学实验。

本书采用全彩图片，由该领域的知名专家

撰写，书中向读者介绍了光学系统、像差理

论、光学分类和光学系统特性，也介绍了光

学系统中先进的仿真模型，以及光学系统

质量测量和光学制造问题。

　　本系列丛书是首套含六卷的光学系统
知识工具书，包含了全面的光学系统设计

和仿真，提供了光学系统知识的完整汇编，

将有助于光学工程师、物理学家和相关人

员的工作。

　　本卷共含１６章：１．引言；２．近轴成像；
３．分界面；４．材料；５．光线追踪；６．辐射测
量；７．光源；８．传感技术和信号处理；９．色
觉理论；１０．光学系统；１１．像差；１２．波动光
学；１３．平面光学元件；１４．光栅；１５．特殊
元件；１６．光学测量和测量技术。
　　本书作者 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出生于 １９５５
年，曾于斯图加特大学学习物理学并于

１９８２年加入卡尔蔡司公司，并一直在光学
设计部门工作。他的研究领域包含光学仿

真方法、光学设计、激光系统建模、物理光

学模拟，以及光学系统公差和测量。

　　本书适合于光学系统初学者和相关专
业人士的参考书，也可为光学系统研究工

作者有益的参考书。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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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ｅｔ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ｏｌｕｍｅ３，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光学系统手册
第３卷，像差理论和光学系统校正
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等　　著
　　本书是光学系统手册系列丛书的第３
卷，本卷着重于光学系统像差的处理。通

过推导和应用图像质量标准，向读者介绍

校正和修正光学系统像差的方法，在所选

的标准范围区间内来优化像差。本书内容

也包含了光学系统梯度、照明系统和公差，

以及现有系统的修正方法。最后，本书介

绍了软件包 ＯＰＴＡＬＩＸ，作为用于光学系统
的综合质量管理的高级解决方案。

　　光学系统手册系列丛书对当今光学系
统的理论和知识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包括

基本原理、光学计算、光学设计、光学实验。

本书采用全彩图片，由该领域的知名专家

撰写，书中向读者介绍光学系统、像差理

论、光学分类和光学系统特性，也介绍了光

学系统中先进的仿真模型，以及光学系统

质量测量和光学制造问题。

　　本卷包含全手册中的第２９－３５章：２９．
像差；３０．图像质量标准；３１．像差校正；３２．
优化原则；３３．优化过程；３４．特殊校正功能；
３５．公差。Ａ２．光学设计软件ＯＰＴＡＬＩＸ。
　　本书作者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博士自１９９５年
以来一直在卡尔蔡司公司的中心光学设计

部门工作。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博士担任阿伦大
学和洛桑大学的讲师，并举办了光子网络

研讨会和讲授公司内部的课程。由于激光

束的传播在部分相干区域的建模工作，他

于１９９５年获得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他
已经发表多篇论文，并在会议上做出多次

报告。

　　本书适合于光学专业的工程师、研究
人员和学生，也适用于对光学感兴趣的

读者。

杨盈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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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ｒａＰ．Ｄｈａｋａｌ

ＧｅｔｔｉｎｇＭｏ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ｕｎ
ＨｏｗｔｏＭａｋｅ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ｌａｒＣｅｌｌｓ
Ｍａｙ１２，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ｅｃｈ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ｃｏｍ／ｍｏ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ｆｒｏｍ－ｓｕｎ－
ｍａｋｅ－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ｌａｒ－ｃｅｌｌｓ／

从太阳获取更多的能量

如何制造更好的太阳能电池

ＴａｒａＰ．Ｄｈａｋａｌ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全球对于
能源的需求正实时增长。专家们估计，到

２０５０年，全球电力需求可能达到３０太瓦。
太阳能是无限的———在任意瞬间，太阳提

供的能量约为１２００００太瓦，而这些能量都
是免费的。但今天，太阳能仅提供了全球

所用电能的百分之一。其中，最关键的挑

战是如何以低成本将光能转换成可用的

电能。

　　为了实现该目标，我们需要找到能够
吸收阳光并能够有效地将阳光转换成电能

的材料。此外，我们希望这些材料丰富，环

境友好，并且对于制造太阳能设备而言具

有良好的成本效益。

　　目前，来自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正致力
于开发有效和可行的太阳能电池技术。其

目标是，将太阳能电力的安装成本从今天

的每瓦特３美元降低到每瓦特１美元。
　　在宾汉姆顿大学的自主太阳能中心
（ＣＡＳＰ），我们研究了如何使用自然中丰富
并无毒的材料来制造薄膜太阳能电池。我

们希望开发出制造成本低廉的、能够可靠

并高效地将阳光转换成电能的太阳能

电池。

　　我们已经确认了具有较大潜能作为太
阳能吸收器的两种材料：黄铁矿，由于其金

属光泽其也被称为“愚人金”；以及，铜－锌
－锡－硫（ＣＺＴＳ）。
　　寻找理想的材料
　　今天的商业太阳能电池由三种材料：
硅、碲化镉（ＣｄＴｅ），以及铜 －铟 －镓 －硒
（ＣＩＧＳ）中之一制成。这三者各有优缺点。
　　硅太阳能电池具有高效率，能够将落
在电池上的２５％的太阳光转换成电能，并
且非常耐用。然而，将硅处理成晶片十分

昂贵，并且这些晶片必须非常厚（约０．３毫
米，这对于太阳能电池而言很厚）才能吸收

落在其上的太阳光，这将导致成本进一步

地增加。

　　硅太阳能电池—通常被称作第一代太
阳能电池———在屋顶上作为熟悉的景色而

被人们所使用。我们中心正在研发另一种

类型的太阳能电池，其被称为薄膜太阳能

电池，这是下一代太阳能技术。正如其名

字所暗示地，薄膜太阳能电池是通过将太

阳能吸收材料的薄膜布置在通常为柔性的

基底（例如玻璃或塑料），上而制成。这些

太阳能电池使用更少的材料，因此，它们比

由硅制成的晶体太阳能电池便宜。因为不

能在柔性基底上涂覆晶体硅，因此我们需

要不同的材料来作为太阳能吸收器。

　　尽管薄膜太阳能技术得以迅速发展，
但是今天某些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材料仍然

是稀少和有害的。例如，碲化镉中的镉对

于任何生物而言都是剧毒，并已知其能够

导致人类癌症。碲化镉在高温条件下会分

解成镉和碲，因此将存在严重的吸入风险。

　　因为黄铁矿和ＣＺＴＳ无毒且相当便宜，
２２

科技热点编译　　　　国外科技新书评介　　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总第３５１期）



因此我们正尝试使用黄铁矿。黄铁矿在地

壳之间含量丰富，并能够有效地吸收太阳

光的可见光谱。这些膜的厚度可以是一毫

米的１／１０００。
　　制造太阳能电池，需要将这些材料结
晶，可通过加热来完成结晶过程。与硅的

１２００摄氏度或更高的结晶温度相比，在６００
摄氏度以下就可将ＣＺＴＳ结晶，这将使得处
理过程更加便宜。其性能与目前市售的高

效铜铟镓硒（ＣＩＧＳ）太阳能电池类似，却以
更便宜和更丰富的锌和锡替代这些电池中

的铟和镓。

　　然而，目前，ＣＺＴＳ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还
较低。与更贵的 ＣＩＧＳ太阳能电池的２０％
的转换效率相比，其仅能将落在其上的太

阳光的１３％转换成电力。
　　ＣＺＴＳ太阳能电池具有达到３０％效率
的潜力。目前主要的挑战有：（１）合成不含
任何杂质痕迹的高质量的 ＣＺＴＳ薄膜；（２）
发现适合作为帮助收集阳光在吸收层产生

的电子的“缓冲层”的材料。

　　实验室已经生产出具有７％效率ＣＺＴＳ
薄膜，而人们希望通过合成高品质的ＣＺＴＳ
层并找到合适的缓冲层，来尽快接近１５％
的效率。

　　黄铁矿是能够在非常低的温度下就进
行结晶的潜在吸收器。实验室合成了黄铁

矿薄膜，并正在努力将薄膜堆成太阳能电

池。该过程十分具有挑战性，因为当黄铁

矿暴露在湿热环境中时，其很容易分解。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在不影响其太阳能

吸收性能和机械性能的情况下使其更加

稳定。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美国斯坦福大
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估

计，在２０５０年，太阳能发电可以提供高达美

国电力的４５％，为了实现该目标，需要不断
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并设法使太阳能

电池更具可持续性。丰富的，无毒材料是

实现太阳能发电的关键。

甘政涛，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ＧａｎＺｈｅｎｇｔａｏ，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Ｓｅａｎ－ｍｏｒａｎ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ｓ，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ｙ１３，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ｃｉ．ｋｅｙｃａｎｅ．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５／１４／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ｓ－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自然火灾、水和野生动物
Ｓｅａｎ－ｍｏｒａｎ
　　经过多年政治博弈，由于阿尔伯塔省
麦克默里堡附近的自然火灾，加拿大油砂

工业正面临新的危机。尽管开采设施没有

位于火灾活动路线上，但该区域超过一半

油砂厂开采量低于标准产量，每天１亿桶开
采量已不复存在，管道运输和码头运输已

经关闭，大量设施在超负荷运行，预计造成

了数十亿美元的保险损失。

　　加拿大 Ｓｙｎｃｒｕｄｅ公司（阿尔伯塔省油
砂业务最多的公司）为了应对自然火灾，已

关闭了部分在米尔德里德湖麦克默里堡四

十英里以北的开采业务，这是过去由于自

然野火对炼油厂引起的一件突发事件。

　　目前大多数工厂最大的影响是作业工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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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撤离。虽然该区域已经被疏散，但运营

骨干人员和市政污水处理厂工艺工程师们

仍在继续保持消防水库的运转，但至今为

止，自然火灾只是烧到防护林隔离带。消

防水库所生产的水只适合消防，并且有一

个沸水警示区。

　　此外，水与焦油砂生产合成原油的工
艺流程密切关联，开采的焦油砂浆融化在

苛性钠的水溶液中，需要４．５立方米水才能
合成一立方米原油，如果能够循环利用水，

耗水量将大大减少。

　　２０１１年，由于提供了阿尔伯塔省东北
部康克林取水的虚假性和误导性信息，加

拿大国家石油公司违反取水许可证被罚款

１９万美元。另外，工厂需要对污染事件负
责到底，最引人注意的是，靠近阿萨巴斯卡

河尾矿库处理废水长期泄漏导致１６００只鸭
子死亡，加拿大 Ｓｙｎｃｒｕｄｅ被处罚高达３００
万美元的罚款。

　　在麦克默里堡长湖地区，但凡沥青砂
太深而只能开采表层的地区，就可以利用

蒸汽辅助从重力泄油中提取，这个过程直

接产物是乳化沥青。在２０１５年７月长湖地

区泄漏了５０００立方米乳化沥青，２０１３年６
月，７５０桶合成原油也从污染湿地运输管道
中挥发出来。

　　在自然火灾发生的路径上没有任何措
施，不是一个运气的问题，可能是考虑到设

置的植物防护带能够保证安全撤离，并能

保证在紧急情况下沥青生产线的有序

停产。

　　然而，在设计植物防护带时，环境和水
的问题没有受到认真对待，当然，这对长年

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操作人员和工艺工程

师来说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对于水问题

的认识十分缺乏。

　　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大部分工
厂水处理设施从学术上称之为“配套设置”

或“厂外设施”，这仅仅是或多或少表明他

们是一个“真正的”工厂而已。

江　威，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ＪｉａｎｇＷｅｉ，Ｍａｓｔ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ＣＡ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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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ｔｏ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７）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Ａｒｒａｙ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 （１８）

"""""""""""""""""""""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ｓ （２０）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ｏｌｕｍｅ３，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１）

""""""""""""""""""""""""

·ＨｏｔＶｉｅｗ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ｅｔｔｉｎｇＭｏ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ｎ：ＨｏｗｔｏＭａｋｅ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ｌａｒＣｅｌｌｓ （２２）

""""""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ｓ，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２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