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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纳米国际科学与技术学术交流会召开

第三届中国纳米国际科学与技术学术交流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ａ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于

２００９年 ９月 １日 ～３日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主要有：纳米信息材料、纳米电池电源材料、纳米器件

和纳米传感器、纳米医学和生物学进展、纳米制造技术、纳米结构表征、纳米光学和医学应用进展和纳米结构模拟。会议由

国家纳米中心主办，得到了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吸引了 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５００

多名研究人员参加。

来自德国卡尔斯鲁厄的纳米技术研究所的 ＨＨａｈｎ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先进材料研究所的 ＡｈｉｈｉｓｅＩｎｏｕｅ博士、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ＰＳＷｅｉｓｓ、丹麦奥尔胡斯大学（Ａａｒｈ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多学科纳米中心的 ＦＢｅｓｅｎｂａｃｈｅｒ、斯坦福大学的戴洪

杰博士和美国得克萨斯健康科学中心的 ＭａｕｒｏＦｅｒｒａｒｉ教授做了大会报告，报告的主题依次为“功能膜、功能纳米器件和纳

米晶体连接桥”，“体相金属玻璃态合金”，“设计、测量和选择性合成或定向合成纳米团簇结构材料”，“催化剂作用的扩散、

运输和活化等过程的高分辨 ＳＴＭ视频监测技术”，“功能光电单分子器件（如场发射管）的纳米结构构造方法”，“碳纳米管

的医学影像应用和石墨烯研究进展”，“因人而异的纳米医学治疗技术”。

大会报告体现了纳米材料和应用研究目前的热点和重点研究方向。会议提出今后我国纳米科技的产业化技术应作为

纳米材料和应用研究领域的第一要务，国家今后将着力推进这项工作。从本次会议的报告可以看到，ＴＨｚ材料和传感器在

生物、医学、食品监测等领域的应用研究非常受关注；玻璃态合金制作的穿甲武器性能优异，值得关注。下一届会议将于

２０１１年 ９月召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程克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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