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类基金资助项目

"###$#%$%&收到初稿，"###$#’$#(修回

&） )$*+,-：-,./0$1+0!2+344564*

表面科学中的单分子研究!

万立骏&） 王 琛 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

摘 要 简要介绍了表面科学中单分子研究的主要技术手段、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特别介绍了扫描隧道显微

术（86+00,09:/00;-,09*,6<4864=2，>?@）在此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以及所获成果等5内容涉及>?@技术的特点、材料

的表面结构、表面吸附分子的观察、基体对吸附分子成像的影响以及分子操纵和分子器件的构筑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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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N世纪初，英国科学家道尔顿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把古代的原子假说发展为科学的原子理论5这
一理论的建立，使人类对物质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

跃5原子是保持原物质性质的最小微粒，各种原子依

据一定的方式，通过化学键接构成分子5分子是物质

化学反应中的最小单位5现今已知，自然界中稳定存

在的元素有&##余种，这些元素构成了我们周围色

彩斑斓、气象万千的物质世界5不同物质具有不同性

质，其根源在于组成该物质的原子种类和由原子构

成的分子的不同5
探索微观世界的奥秘，揭示不同物质的原子分

子结构，直接看到原子或分子是最理想的途径5为实

现这一梦想，进而操纵、加工单个的原子或分子，几

百年来，从简单的光学显微方法到电子显微方法，从

谱学方法到衍射方法，从倒空间到实空间，科学家们

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5这些研

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原子分子理论，推动了这一科

学的发展5尤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人们愈

发认识到认清单个原子或分子性质的重要性的同

时，接近原子级分辨率的现代分析手段也不断出现5
近年来，作为这种主观努力与客观发展的产物，一门

新的科学———单分子科学便应运而生［&］5单分子科

学是以单个分子为研究对象，研究单个分子的物理、

化学行为，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转化，以及进行单个

分子的操纵、加工等的一门科学（这里所说的单分子

实际上也包括单个原子，为叙述方便起见，以下统称

为单分子）5这一科学的诞生必将极大地推进现代科

学的发展，人们往日的科学幻想与梦想有望变成现

实5
单分子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现在首推为扫描隧

道显微术5&N7"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H@）瑞士

苏黎世实验室的两位科学家F5H,00,9和O5P43<;<
共同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台新型的表面分析仪器，

此仪器及与其相关的技术称之为扫描隧道显微术

（86+00,09:/00;-,09*,6<4864=2，以下简称>?@）［"］5
它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能够在三维实空间下观察

单个原子在物质表面的排列状态和与表面电子行为

有关的物理、化学性质5在表面科学、材料科学、生命

科学等研究领域中立即引人注目，被国际科学界公

认为7#年代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为表彰>?@
发明者们对人类科学研究作出的杰出贡献，&N7’年

H,00,9和P43<;<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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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显微仪器相比，!"#具有高分辨率，能

够获得表面三维图像，可工作在大气、真空、溶液环

境下，工作温度可以改变，以及配合其他分析技术，

可以获得有关表面电子结构及成分信息等特点［$］%
因此，!"#自然成为研究单原子分子的理想技术%
时至今日，!"#对单分子科学的研究已是功勋卓

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的出现促进了单分子

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的工作原理是基于量子

力学的隧道效应［$］%简单说来，它是将原子尺度的

探针和被研究物质表面（即样品，通常为导体或半导

体）作为两个电极，当探针与样品之间的距离非常接

近时（通常小于&’(），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电子会

穿过两个电极之间的绝缘层从一极流向另一极，产

生隧道电流%将其隧道电流检出，经过一系列的信息

处理变换，样品的表面形貌将显示在计算机的荧光

屏上%样品表面的电子结构不同，其反映出来的表面

特征亦不同%自!"#技术问世以来，科学家们已经

成功地观察并研究了许金金属以及半导体的表面结

构，例如，直 接 证 实 了 研 究 多 年 而 未 获 答 案 的!)
（&&&）*（+,+）的表面重构结构，（+,+）菱形单胞网

格中&-个!)原子清晰可辨［$］%事实已经证明，!"#
是进行单分子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今已知

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最好研究手段之一%它不仅可以

观察表面原子，还可以进行原子操作，进而实现人们

对分子进行操纵的梦想%这一研究手段现在得到了

极其广泛的应用%当然，仅仅一项技术都有其局限

性，对!"#来说也是如此%首先，它不能工作在绝

缘体表面%其次，现今对!"#的成像理论，尤其对

分子的成像理论有不同解释%因其图像反映的是电

子结构或者说是电子云的密度，所以成像的结果，究

竟产生于原子或分子的何种电子轨道，以及分子与

基底间的相互作用等细节尚有待于进一步揭示%即
便如此，!"#仍是目前不可替代的强有力的单分子

研究工具%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

现今未知的现象，将会逐渐得到阐明，以更加充分地

发挥!"#的威力%
用!"#进行单分子研究，在具体实验操作时，

一是要获取原子级平整的基体表面，二是要制备原

子级尖锐的探针%目前，各种技术已能够解决这些问

题%用于物理研究时，!"#要工作在真空或大气中，

被研究的分子要被蒸附在基体表面，或者将溶液滴

注在基体表面，待蒸发干燥后再进行观察研究；用于

化学研究时，!"#可以工作在溶液中，有关细节可

参阅文献［.，/］%

在这篇文章中，将简要介绍目前物理研究领域

的表面科学中单分子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等内

容%

- 单分子的观察

单分子科学的研究是从单个原子分子的观察开

始的%初期的大量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金属或半导

体表面的观察上%因为这些金属或半导体往往被用

作表面科学研究的对象或吸附物质的基体，所以，弄

清楚其表面结构尤其重要%这种用!"#进行的表

面观察可以直接回答许多科学家们一直关心的问

题%例如，从理论上讲，金属或半导体的表面结构可

以根据其晶体结构推断，但实际上表面的结构有时

变得非常复杂，许多金属表面为了达到能量最低状

态以保持稳定存在，往往发生重构%对重构的研究无

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际应用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

意义%

图& 01（&&&）表面原子的!"#图像

图&是一幅01（&&&）表面的!"#图像%由图可

见，01（&&&）表面处于原子级清洁状态，无任何杂质

及污染存在，晶体表面平坦无波浪状起伏%图中的每

一个亮点对应着一个01原子%原子间距离均一，间

距约在23-4’(左右，与01（&&&）晶体结构吻合，同

时原子列以526或&-26相交，体现了（&&&）面的晶体

对称特点，由此可以断定01（&&&）的表面上具有（&
,&）结构，无重构发生%与01（&&&）表面不同，!"#
观察发现78（&&&）表面有重构现象%发生表面重构

的78（&&&）晶体，虽然表面仍然清洁无杂质原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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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表面形貌明显不同于!"（###），表面呈规则的

波浪状起伏$这是由于产生重构的表面%&原子，位

置偏离平衡位置，因而产生高低起伏$这些成果为进

一步研究材料表面的能量状态及其与吸附物质的位

向关系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吸附而引起的表面重构也被’()观察并

陆续证实（例如，由于氧的吸附，*&（##+）所发生的

从（,-#）到（.-#）的一系列重构［.］），从而使原来

的/射线衍射及理论计算等结果得到直接证实$

图,
（0）(*123((4晶体表面的’()图像；

（5）(*123((4晶体表面的理论计算图像

晶体中的分子排列研究，是单分子科学的又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一个典型的应用范例是用’() 观察(*123
((4有机晶体的分子结构［6］$(*127((4是一种

结构比较复杂的有机导电化合物，受到理论研究和

实际应 用 的 多 方 重 视$用’() 在 大 气 中 观 察 了

(*127((4晶体表面，其高分辨’()像如图,（0）

所示，晶体表面呈规则的周期性排列，其单胞尺寸为

+89:;-#8,:;，与该晶体的晶体结构一致$用量子

化学的扩展休杰尔分子轨道方法计算得到了该晶体

的理论图像，如图,（5）所示$对比图,（0）和（5）可以

发现，计算结果与观察结果十分类似，图中的箭头所

示为一(*12分子，其间为((4分子$此结果证实

了晶体中(*12与((4分子的排列结构，对进一

步研究该化合物的性质与电子传递提供了直接实验

数据$
单层有机分子膜中的分子观察，对研究分子与

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分子之间的键接关系，以及分

子器件的设计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选用热裂解石

墨（<=!>）作为基底，在其上形成*&酞菁分子的单

分子膜，用’()观察到了膜中每个分子的精细结

构［?］$图@（0）和（5）分别是带有烷烃链的*&酞菁分

子的结构示意图和’()图像$烷烃链的加入使*&
酞菁分子形成稳定的有序的单分子膜$从’()图

像可以看出每个分子的细节，酞菁与烷烃链等清晰

可辨$据此，研究了分子膜的微观结构及分子间的相

互作用等基本物理化学问题$’()观察的结果与计

算模拟结果十分吻合$这一结果表明，选定合适的烷

烃链，可以稳定平面有机分子在表面的吸附，这种方

法也是获得二维有序分子膜进而进行分子器件设计

的又一途径$

图@
（0）*&酞菁的分子结构示意图；

（5）*&酞菁的分子结构的’()图像

@ 吸附分子的结构及其与基底的关系

虽然最理想的单分子研究是将分子悬浮起来，

而不依附于任何基体，以排除基体的影响，但是目前

尚无有效手段可以观察这种状态的分子，现今的单

分子研究大多是将研究的分子吸附（或“固定”）在一

定的基体表面$在表面科学研究中，吸附物与基体的

键接位置，影响吸附能量的变化，是研究的热点，又

是表面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吸附在一定基底表面

的分子，尽管由于其热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位

置，但’() 可以跟踪这种变化，而不影响分子观

·+9#·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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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问 世 以 来，这 方 面 的 研 究 已 有 不 少 成

果［%，&’］!

图( 苯分子的"#$图像与)*（&&&）基底原子位置的关系

苯分子是人们熟悉的有机分子!近代物理方法

证明，苯分子的+个碳原子和+个氢原子都在同一

平面上，其中+个碳原子单双链相间联接成平面六

边形!直接看到苯分子的结构一直是科学家们的愿

望!&%%,年，美国科学家 -./00等人在超低温下用

"#$观察了单个苯分子在)*（&&&）上的吸附，并研

究了苯分子的形貌与基底)*（&&&）面上不同位置的

关系［%］!图(是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由于吸

附能量的影响，苯分子的"#$图像与基体位置有

关!当苯分子吸附在)*（&&&）的,次对称（*12..3
4567）位置时，即分子中心位于三个)*原子的中心空

洞处，分子呈现出三个亮点，如图(（8）所示!这三个

亮点以对称的三角形排列!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三个

亮点恰好是苯分子中的碳键所在，而这三个碳键均

处于)*原子的9次对称（*:534567）位置，即位于

)*原子之上的碳键起伏高度低于位于)*3)*原子

之间的起伏高度，因而造成了连续的三个亮点!当苯

分子吸附在)*原子的原子顶部位置时，分子呈一均

匀的圆环，如图(（;）所示!而当分子吸附在两个)*

原子之间，即9次对称位置时，其"#$图像如图(
（<）所示，呈一均匀隆起的山包状!近来的高分辨

"#$图像又进一步揭示，当苯分子吸附在9次对称

位置时，分子呈一亚铃形状!上述研究揭示了分子吸

附与基底之间的关系，也为研究分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奠定了基础!

图= >1（&&&）上?+@+A?B吸附层的"#$图像

研究发现，在超高真空和室温下，苯分子吸附在

>1（&&&）表面时，并不形成有序的结构，但当苯分子

与?B分子同时吸附时，才能形成长程有序的?+@+
A?B吸附层，其"#$图像如图=所示［&&］!苯分子

呈三次对称整齐排列在>1（&&&）表面，其间有?B
的吸附!每个苯分子呈一组由三个亮点组成的集团，

其形状与图(（8）的"#$图像非常相似，因此，图=
中的每个苯分子是吸附在>1（&&&）表面的,次对称

位置，苯分子形成（,C,）结构!在苯分子的中间，有

?B分子的共吸附!这一研究证实：（&）在室温条件

下，有机分子可以被成像，且不会因为针尖的扫描而

损伤分子或破坏吸附层，即使吸附层由两种分子构

成，也同样可以被清晰成像；（9）一个稳定有序分子

吸附层的形成，既取决于分子与基底间的相互作用，

又与分子间甚至是不同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有关!在
超高真空状态下苯分子与?B分子的共吸附，才能

形成（,C,）的有序结构!
同种分子在（&&&）表面，因吸附于基底的位置不

同而有不同的"#$图像!同种分子在不同基底表

面的吸 附 也 会 产 生 不 同 的"#$ 图 像!这 是 因 为

·&(&·,’卷（9’’&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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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形状受分子与基底表面相互作用的影

响$图%是其中的两个例证：&’(")**分子在&’
（+,,）表面和-.（++,）表面的!"#成像［+/］$&’(
")**分子为了减少其与基底之间的相互作用能，

将调整吸附位置，以使分子本身尽量吸附于基底晶

格的相同位置$这种调整产生了图%的结果$电子散

射量子化学计算与!"#图像一致$这一结果也为

识别单分子层中的不同种类分子提供了实验依据$

图% &’(")**分子在&’（+,,）面上［（0）和（1）］，-.（++,）

面上［（2）和（3）］的!"#图像与示意图

4 分子操纵与分子器件的构筑

近年来，人们在用!"#成功地进行了分子的

实空间观察之后，在利用!"#进行人工操纵单个

原子、分子，进而制造分子器件，构筑纳米级表面结

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前所述，!"#在工作

时，是利用针尖与样品间的隧道电流进行成像的$针
尖与样品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作用力$该作用力由

范德瓦耳斯力和静电力两部分组成$调节针尖与样

品之间的位置及所加偏压，可以改变这一作用力的

大小和方向$沿着样品表面移动单个原子所需的力

值远小于使原子离开样品表面所需的力，因此，通过

调节针尖的位置或偏压就有可能使吸附在表面上的

原子或分子产生移动，并按人们的意志进行操纵，进

行新的排列组合$同时，调节这一作用力的大小，例

如施加一瞬间高电压脉冲（+—+,5）于针尖之上，可

以引发局部高场强、高电流的产生，从而造成针尖部

位以及与之相关的基体部位发生结构甚至成分变

化，实现对表面原子的“拔出”或局部操作等的纳米

加工$
人工操纵原子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移动氙（67）

原子［+8］，由美国的两位科学家9:.;7<和!2=>7:?7<
完成了这项极有创造性的工作，此结果于+@@,年在

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他们所研究的体系为吸

附在金属A:（++,）面上的67原子$选择了A:（++,）

面的原因是由于该面的表面势起伏适宜，67原子易

于在表面移动，而不至于脱离A:（++,）表面$实验是

在超高真空和低温环境（4B）下进行的$这样可以确

保残余气体在表面产生的吸附污染足够小，从而可

以使实验长时间进行$他们首先释放一定量的67
气进入超高真空室，使67原子吸附在A:（++,）表

面，这时的67原子是杂乱无序地存在于A:（++,）表

面，然后，通过改变隧道电流（+—%C+,(D-），成功

地移动了吸附在A:表面上的单个67原子$在此基

础上，他们在世界上首次用8E个单个67原子成功

地排列出了F)#这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图案$
在室温下进行分子操纵比在超低温下操纵的难

度要大很多，这是因为室温下分子存在着热漂移及

由此造成的不稳定性$例如在室温的超高真空环境

下，&’(*=G=分子很难被操纵$为了实现室温下的

分子操纵，科学家们巧妙地将此分子进行改造，合成

了&’(")*(*H<I=J<:K分子，从而达到了室温下

操纵分子的目的［+4］$图L（0），（1）分别是用!"#针

尖对&’(")*(*H<I=J<:K（&’(")**）分子在&’
（+,,）表面进行操作前和后的!"#图像$这一分子

与&’(*=G=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它多出了四对

M"*脚，这四对脚，增加了分子在室温下的稳定性

及可操纵性$科学家们将这些分子吸附在&’（+,,）

的表面，改变针尖距离及隧道电流，成功地将杂乱无

序的分子随意移动，并排列出设计中的圆环形图案$
在室温下对单个原子进行!"#操纵，由于其

不稳定性，比上述的大尺寸&’(")**分子操纵更

为困难$但是，最近在超高真空环境和室温下，科学

家们将吸附在&’（+,,）表面的溴（)<）原子作为移动

对象，通过改变隧道电流，使原子操纵获得成功［+E］$
现在，科学有们不仅对吸附物的操纵获得成功，而且

对材料本体表面的原子（尤其是半导体材料）也能进

行操纵［+%］$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了人们由来已久的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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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用"#$针尖对%&’#())分子进行操作前（*）和

操作后（+）的"#$图像

在原子及分子操纵基础之上，科学家们从理论

和实用两方面在纳米尺度的表面加工以及构筑纳米

结构方面均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例如：理论方面，

如上所述，在表面吸附结构，吸附分子与分子，分子

与基底之间相互作用等的研究上取得了进展；在实

用方面，分子开关、分子马达、纳米晶体、单根./0
分子的剪切以及单根纳米碳管的剪切，则是成功的

范例-
对构筑或操纵后的原子分子进行性能测试，是

科学家们在单分子科学研究方面的又一贡献-这一

工作是利用具有双探针的"#$来完成的-图1是

一双探针的"#$示意图-两根探针可以独立工作

或同时协调动作-这种机构既加大了表面加工的效

率，又能对其表面构筑的纳米结构，甚至分子之间的

机械、力学、电力等性能进行测试-例如，将两探针分

别置于分子导线的两端，可以测量该导线的电阻、电

导率以及力学性能等-将两探针分别置于两分子之

上，则可测量两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科学家

已经研制成功了三探针以上的多探针"#$，用于表

面原 子 分 子 操 纵、纳 米 加 工 以 及 有 关 性 能 测 试

等［,1］-这些实验的成功，进一步发挥了"#$的威

力，也进一步推进了单分子科学的研究-

图1 双探针"#$示意图

基于"#$的基本原理，现在还发展起来了一

系 列 扫 描 探 针 显 微 技 术［,2］，如 原 子 力 显 微 术

（03$）、磁力显微术（$3$）、弹道电子发射显微术

（(44$）、光子扫描隧道显微术（)"#$）、扫描近场

光学显微术（"/5$）、扫描电化学显微术（"4%$）

等等-这些显微技术各有特色，互相补充，利用探针

与样品的不同相互作用，来探测表面或界面在纳米

尺度上表现出来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从实验技术到

理论研究，推动了单分子科学研究的发展-目前，科

学家们，正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从理论上

深入研究单个分子之间、分子与基体之间以及不同

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键接关系，反应顺序等；（6）识

别原子分子的种类以及分子中的不同基团；（7）精确

控制原子或分子的排列，得到稳定可用的分子器件；

（8）研究高效可行的操纵原子分子的方法；（9）对分

子进行任意剪裁和重新组装，实现对单个分子的人

为的分解与合成-总之，单分子科学研究向我们展示

了充满魅力的未来和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以此为

基础，人们将真正有可能进入建立在单个原子分子

之上的微观世界-

参 考 文 献

［,］ ":;<=:<，6>>>，617：,??!—,?29
［6］ (;*==;@A，BCDE<EF，A<E+<E%D!"#$%)DGH-B<I-J<KK-，,216，

82：9!
［7］ 白春礼-扫描隧道显微术及其应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 社，,228-2—78［(0L %D&=MJ;-":*==;=@ #&==<N;=@
$;:ECH:COG*=PLKH0OON;:*K;C=-"D*=@D*;："D*=@D*;":;<=K;Q;:

*=P#<:D=;:*N)&+N;HD<EH，,228-2—78（;=%D;=<H<）］

［8］LK*G*R-)EC@-"&EQ-":;-，,221，91：,6,
［9］ S*=JT，"D&=PC"，L=&U*;T!"#$%J*=@V&;E，6>>>，,?：6,?8
［?］ (<H<=+*:D<E3，/CEHUCITR-)EC@-"&EQ-":;-，,227，88：9
［!］ "N<*KCE#，#G:UCB-)DGH-B<I-J<KK-，,211，?>：,8,1
［1］ W;&XF，S*=@%，Y;="X!"#$%T-)DGH-%D<V-(，6>>>，

,>8：79!>
［2］ S<;HH)"，4;@N<E.$-)DGH-B<I-J<KK-，,227，!,：7,72
［,>］ FC&TA，Y*=@TJ，S*=@FW!"#$%)DGH-B<I-J<KK-，,222，

17：7>>,

·78,·7>卷（6>>,年）7期

Absent Image
File: 2A8

Absent
Image
File: 0

Absent Image
File: 2A9



［!!］ "#$%&’(，)’*+,&-.，/#’%&01!"#$%2#3+4-56475$$4，!899，

:;：<=89
［!<］.>&0?@，1A#*’$$*5B--，C’DE5F+G’.H4I%$>B5，!88J，=9:：

:8:
［!=］ K’0*5BLM，1A#F5’E5BKH4I%$>B5，!88;，=NN：O<N
［!N］.>&0?@，1A#*’$$*5B--，C’DE5F+G’.H!"#$%1A’5&A5，!88:，

<J!：!9!
［!O］ P’+#*,AG?)，"B%*@，K0Q5**-C!"#$%I%$>B5，<;;;，N;N：

JN=
［!:］ 杨威生，盖峥4物理，!88:，<O：O!=［R@IC )5’S1#5&0，CK

T#5&04)>*’（2#3+’A+），!88:，<O：O!=（’&/#’&5+5）］

［!J］ C’DE5F+G’.H，.,%A#’D/41A’5&A5，!888，<9=：!:9=
［!9］ @,&,M，.’%&0/1，I%0%3%D%?!"#$%1>BU41A’4（.%V%&5+5），

!889，!8：:89
［!8］ 白春礼4原子和分子的观察与操纵4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88:W!!8—!=9［X@Y/#>&S7’4"Z+5B6%$’,&%&QM%&’V>*%$’,&

,U@$,D+%&QM,*5A>*5+4/#%&0+#%：(>&%&KQ>A%$’,&%*2B5++，

!88:4!!8—!=9（’&/#’&5+5）］

作者简介

万立 骏，男，辽 宁 省 大 连 人4
!89<年!月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4
!88:年于日本东北大学获博士学

位，后工作于日本4曾任日本科学技

术振兴事业团（K-@?"／.1?）研究

员、主任研究员，日本东北大学及北

海道大学助理教授、客座教授等4!888年入选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后回国，现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纳米科技青年

实验室副主任4长期从事固液界面超微结构、性能及

纳米化学的研究4系统参加过新一代电化学12M技

术的研制，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4获日本

科学技术发明专利两项，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

重大成果三项，发表论文9;多篇4目前正从事固液

界面结构以及单分子物理化学方面的研究4

评述文章扫描

! !"#$"%&’#()*+%&*%,&-)#*+%".（-,Z5B$2
/B5%+542#3+4),B*Q，<;;;，I,4!!）

</#*012,)")+&’(#3"4%$,)"（1%B%->++5**42#3+4
),B*Q，<;;;，I,4!!）

=54%3,&.)","%)#’,3%(+*+63（X[B\5.,#%&++,&4
2#3+4),B*Q，<;;;，I,4!!）

N5+&*26)"%()’#+24+74"%3$%(,"6(%)（(5**D>$
(%Z5B*%&Q42#3+4),B*Q，<;;;，I,4!!）

O82%*"(#& 9,:%)6&-%("4% 3+*(#)*#$%（@&QB3
C5’D42#3+4),B*Q，<;;;，I,4!!）

:;,<=2,&*0："4%(%26*",&"(%:#26"+#&,(.（(5*05
HB%0#42#3+4),B*Q，<;;;，I,4!!）

J>8/? )$2+" #:%( *#22+-%( *2#)6(%（KQF’&
/%B$*’Q0542#3+4),B*Q，<;;;，I,4!!）

9@6,&"633%*4,&+*)9+"4)+&72%,"#3),&-$4#A
"#&)（C5B#%BQ-5DV542#3+4),B*Q，<;;;，I,4!!）

854%)","+)"+*,2"4%#(. #’ B6,&"63 -#")（R4
@*#%++’Q4-564M,Q42#3+4，<;;;，J<：98O）

!;=,+(+&7).33%"(.+&*6$(,"%)6$%(*#&-6*"#()（/4

/4?+>5’，.4-4H’B$*534-564M,Q42#3+4，<;;;，

J<：8:8）

!!?%3,"+*2+B6+-*(.)",2),),&%9*4,22%&7%’#(
(,-+,"+:%"(,&)’%(（X%B$6%& ?’005*5&，(,*05B
1$%BG4-564M,Q42#3+4，<;;;，J<：!;!J）

!</%,2A)$,*%3%)4"%*4&+B6%)+&-%&)+".A’6&*"+#&,2
"4%#(.（?#,D%+74X5AG4-564M,Q42#3+4，<;;;，

J<：!;N!）

!=C%#-.&,3#"4%#(.,&-)+362,"+#&)（2%>*(4
-,Z5B$+，C%B3@4C*%$ED%’5B4-564M,Q42#3+4，

<;;;，J<：!;9!）

!N/%:+%9#’)$%*62,"+:%“-+),)"%()*%&,(+#)”,"
/DE>（-474.%UU5，)4X>+E%，P4)’AE5G，.4
1%&QF5’++4-564M,Q42#3+4，<;;;，J<：!!<O）

!OF4."4%6&+:%()%+)G6)")#（/B%’0.4(,0%&4-564
M,Q42#3+4，<;;;，J<：!!N8）

!:H"6-.+&7"4%"#$B6,(0（14)’**5&ZB,AG4-564
M,Q42#3+4，<;;;，J<：!!N!）

·NN!· 物理

Absent Image
File: 2A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