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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本刊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場離子顯微術是世界上最早可以進行原子

動態觀察的技術。圖中顯示的是鎢 (111)表
面的動態事例。

圖中的每一個亮點即代表一顆鎢原子，圖

中央最亮的一個亮點是我們特意控制在鎢

(111)平台上方的單顆鎢原子。在 660 K溫
度的加熱過程中，由 (a)→(b)→(c)→(d)，可
以發現在單顆鎢原子尚未運動之前，基底

的鎢 (111)平台已經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單
顆原子較原子島團更為熱穩定的特殊系統，

提供了單原子鎢針極佳的應用條件。(圖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傅祖怡教授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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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雅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 教授

隨著元件體積變小，元件的表面或是與不同物質相接時異質之間的介面特性，將決定元

件的效能表現。基於表面以及介面課題的重要性，這一期真空科技的主題將向大家介紹當今

新穎表面、介面科學與分析最新相關研究報告。內容包含邀請到奈米異質物質間，介面載子

傳輸機制研究領域專長的彰化師範大學林祐仲老師，報告在太陽能材料 (有機高分子聚合物
P3HT:PCBM)，如何藉由改善異質介面結構，進而提高介面載子傳輸和光電轉換效率。在奈
米元件光譜表現上，中興大學何孟書老師將介紹氧化鋅奈米線元件，如何因微量元素的摻雜

改善元件表面光譜；在改善奈米元件表面進而應用在生活科技的部分，曾賢德老師將介紹如

何利用金奈米顆粒薄膜運用在感測真空中水氣之研究發現。同時，在使用掃描穿隧顯微鏡表

面量測工具，因為考慮穩定性，利用金屬鎢針為主要探針是一般使用掃描穿隧顯微鏡皆會採

用的選擇。然而，為何使用鎢以及製作探針時鎢原子團如何在鎢表面上的動態行為相關的基

本問題，將在這一期專刊中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傅祖怡老師，從場離子顯微鏡的研究說明了解

鎢單原子針的形成機制。另一重要的表面量測工具是台灣光子源，在這期專刊中，邀請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吳怜慧博士，向讀者介紹台灣光子源主要真空腔材料：擠型鋁材與擠型無

縫不銹鋼材。說明鈦釩鋯非蒸發型氣體吸附薄膜成長於擠型鋁合金與擠型不銹鋼之相關研究。

最後，何慧瑩老師將與讀者分享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大學部，如何建構相

關入門真空課程實驗課程。

從物質表面科學介紹到異質物質間的介面科學，從基礎研究到元件應用，從科學到教育，

希望這一期的內容，讀者有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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