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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阐述了当代 新的前沿学科之一 ) ) ) 微米Π纳米尺度热科学与工程学的研究意义 !内容 !进展及其相

应的基本理论与实验研究方法 分析了由于微米Π纳米器件尺度效应引起的一系列挑战性热问题 讨论了相应出现的

一些新现象和新概念 指出了微米Π纳米热科学方面新近发展的几类理论与实验技术的成功和不足之处 并归纳了该

领域内若干可供探索的途径和新方向 特别就一些典型微米Π纳米热器件及微尺度生物传热中的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及

其工程应用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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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米Π纳米尺度热科学与工程学的发展

自然界的物质如图 ≈ 所示 其尺寸覆盖了从

纳米 到光年这样一个十分广阔的范围 以

往研究得 多的是人类感官所及的对象 近几年来

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朝微型化发展

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宏观物体转向那些发生在小尺

度和 或 快速过程中的现象及其相应器件上 见

图 ≈ 其 中 微 电 子 机 械 系 统 2

) ) ) ∞ ≥ 尤其取得了巨大成功并

正被迅速拓展到各种工业过程 这类系统集电子及

机械元件于一身 一般采用集成电路加工方法制成

由图 可见 微电子机械系统的尺寸比氢原子直径

大 个量级 但又比传统人造器械尺寸小 个量

级≈ 纳米器件则进一步推进了微电子机械系统的

小型化 由于现代制造与应用技术的持续进展 / 微

机械0或/ 纳机械0的尺寸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降低

而同时其性能却得到了保持甚至更好 各种令人惊

讶的成就比肩接踵 至今 一些真正分子水平上的机

器如转子 !齿轮 !开关 !闸门 !转栅 !马达等的制作甚

至已经成为可能≈ 正因如此 几乎所有从事该领域

研究的人们都相信 一场革命正悄然来临≈ 在过去

二三十年间 为寻找能够制造充分复杂而精细的电

子系统的优良方法 人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经费

∞ ≥的影响遍及如仪器 !医疗 !生物系统 !机器人 !

设计 !导航及计算机应用等几乎所有现代科技领域

世界范围内的许多著名大学均将 ∞ ≥及其学科基

础纳入其教学和科研项目中 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

如美国 !日本 !瑞典 !德国 !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等

的一些重要项目均对微电子机械系统的发展及其相

关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 比如在美国 早期支持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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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机械系统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基金会 每年

约 百万美元左右 之后美国国防部也加入了支持

的行列 其资助水平每年及每一项目甚至可达 千

万美元以上≈ 我国也较早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 并在纳米科学的某些领域

如定向碳纳米管阵列 !一维纳米线等还取得了引人

注目的成就 所有这些都说明微米Π纳米电子机械系

统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意义

图  自然界各种物体的尺寸

图  对应于各种空间和时间尺度

的分子及微输运模型

人们通常将 ∞ ≥及纳米技术的起源归功于诺

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费恩曼 ƒ 于

年在美国物理学年会西海岸会议上宣读的一

篇经典论文/ × . 0 该

文在时隔 年后又被重新予以全文刊登≈ 稍后

费恩曼博士的另一篇早期论文/ 2

0也被重刊于同一刊物≈ 这两篇文章科学地预

见到了微米Π纳米机械的许多重要特征 / 纳米技术0

的含义是指利用一些新技术如激

光束 !离子束及电子束研磨来完成的超精细材料加

工技术 其定义可为/ 1 ) 从原子尺寸到光

波波长 尺度起关键作用的技术0 这种含义当然是

十分广泛的 它可包括如超精细粉末加工 !电子及 ÷

射线蚀刻及薄膜制作等≈ 微机械加工也是由上述

定义界定的新工程领域 它是所谓/ 利用标准半导体

加工技术对硅材料进行三维雕刻的技术0 借助于这

类技术 人们制造了许多极微小的机械器件 如尺寸

远小于 的压力 !流动传感器和加速计 包括具

有类似尺寸的换热器 !空气透平 !微型燃烧室和电子

马达 以及制作在一个硅片上的一整套气体胶版复

制器等 微电子学及分子生物学是另外两个强调微

型化的领域≈ 此方面一些近期的杰出典范如生物

芯片 !生物反应器 !微电子存储器等的设计和加工已

经进入全球竞赛的阶段 不难理解 所有微尺度科学

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物质和能量的输运均发生在一

个受限的微小结构内 而物质的输运和相互作用必

然涉及到流动和 或 能量的转换 此外 化学反应或

相变过程中的任意分子重构也必然涉及到与周围环

境的能量交换问题 因此 对于所有微系统的设计及

应用来说 全面了解系统在特定尺度内的微机电性

质及材料的热物性 !热行为等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

任务 然而 目前的科学和工程水平尚无法做到这一

步≈ 于是 现代热科学中的一个崭新分支 ) ) ) 微

米Π纳米尺度热科学应运而生 与其他领域内微尺度

工程的蓬勃发展一样 微米Π纳米尺度传热工程学正

成为热科学中 为激动人心的学科前沿之一
≈ 曾建议引入一门新学科/ 分子机械工程0 以

便在微观分子科学及宏观连续介质工程 机械工程

之间搭起一个桥梁

早期的微尺度传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导热问题

上 之后则扩展到辐射和对流问题 关于微尺度下热

导率依赖于材料厚度的认识可追溯到 世纪 年

代 且 早是由物理学家认识到的 世纪 年代

后期 热物理学家 其中尤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田长霖教授为代表 开始注意到一系列工程器

件中的传热问题的尺度效应 于是微尺度传热学悄

然兴起 特别到了 年代后期进展更为迅速 这一

切都是与实际应用密切相关的 比如 由于低温技术

的迅速发展及薄金属膜和金属线应用增长的需要

× 等≈ 对薄金属膜和金属线进行了计算 发现其

电导率及热导率均低于宏观情况下的相应值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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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靠近表面的电子的平均自由程由于界面的散

射会缩短 且电子平均自由程随温度的降低而增加

在低温下尤为显著 当能量载子 如电子 的平均自

由程与给定样品的 小尺寸在量级上相当时 这些

载子的输运过程会体现出对样品尺寸的依赖性≈

致使传统理论所预测出的样品物性与其真实值存在

显著偏差 正是这些理论与实验观察上的矛盾促成

了微尺度热科学的发展 微尺度传热和流体科学覆

盖了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 ) 如固液薄膜 !半导

体器件 !光学器件 !超导器件 !芯片冷却装置 !微电子

机械系统 !生物芯片 !微传感器 !激光加工 !热医学工

程 !生命热科学等 蕴含了许多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为了使读者对微米Π纳米尺度热科学与工程学

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具体认识 下面扼要地介绍一些

典型例子 并分析和归纳其中的重要科学问题

 一些典型的微尺度传热工程问题

211  薄膜中的热传导

年 瑞士科学家发现 ≠ ≤∏ 陶瓷在

以上具有超导电性即高温超导性 这一发现顿

时激起全球范围内空前的研究热潮 人们第一次认

识到 自然界存在一个超导体及半导体均可工作的

温度范围 于是一种集超导体 半导体于一身的功

能强大的复合器件应运而生 这类器件的基本单元

是一种沉积在硅或镓砷化物基底上的高温超导薄

膜≈ 其内外的传热问题与超导的研究和应用密切

相关 因而对薄膜热物性及其热输运规律进行研究

自然就成为提高仪器性能的关键所在 一系列的研

究≈ ) 表明 对于一定温度和厚度范围内的高温超

导薄膜或介电薄膜 由界面散射所引起的能量载子

平均自由程的改变 会导致薄膜内的热传导规律偏

离傅里叶定理所预示的情况 在这方面 玻尔兹曼方

程被公认为是一种极具普适性和有效性的工具

∏
≈ 由此发展了一个声子辐射输运方程以分

析单个薄膜中的导热 其研究表明 在微尺度区域

内 晶格振动或声子的热传导表现为辐射传热的形

式 由玻尔兹曼理论出发所开展的大量研究加深了

对薄膜传热规律的认识

212  颗粒和点结构中的热传导

这方面的两个典型例子是单晶及多晶≈ 当晶

体的单位元胞在三维空间内重复生成 并形成一种

无任何周期间断或界面的宏观物体时 即称为单晶

然而 固体通常是以多晶形式出现的 它由被称为颗

粒的多个单晶组成 而各单晶簇又由被称作颗粒边

界的界面分隔开 界面对固体的机械 !化学 !电学及

热学性质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除颗粒边界外 晶体

缺陷 如点缺陷 !位错等 也强烈地影响固体的性质

除了晶形固体 也有被称为无定型态或玻璃态的固

体 尽管其在短程即数个晶格间距内确实体现出有

序性 但却不具有长程有序性 显然 与薄膜内传热

问题类似的是 当颗粒和点结构的尺寸小到一定程

度时 适用于宏观物体的经典热科学理论不再有效

对颗粒和点结构材料热物性的测量及其传热研究近

年来得到广泛关注

213  窄线及量子阱中的热传导

对建立在砷化镓基础上的量子阱结构的研究近

年来进展十分迅速≈ 量子阱结构通常由嵌入高能

隙介质中的一层或多层超薄 ∗ ! 或更小 低能

隙半导体层组成 研究发现 其热导率与所对应的宏

观体材值相比甚至在室温下也要小一个量级≈ 相

当窄的金属线 如纳米线 是另一个热物性依赖于尺

寸 即直径 的例子 另外 应该指出 微米Π纳米尺度

内的产热问题在纳米科技中的重要性正日益显现

如 ≥ 等≈ 的研究发现 要试图制造在数个分子

厚度尺寸内的量子线或器件时 尚需克服其热限制

问题 这是因为在极小尺度的结构中 该类器件中的

热量只能通过有限的通道传输走 所以它们常常会

在顷刻之间即因过热而化为灰烬 目前 对这类问题

的研究和应用刚刚起步 但已吸引了众多领域内学

者们的关注≈

214  计算机元器件及其传热问题

近年来 微电子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个

人计算机和工作站呈爆炸般增长 在这些小型或中

型尺寸的系统中 无一例外地要用到受迫对流空气

来冷却发热器件 图 示出了系统水平上的热耗散

与系统体积之间的关系图≈ 从中可见 所有数据

均落入两条平行线之间的带内 由此带的斜率可以

看出 气冷系统中的体积热耗散密度几乎独立于系

统尺寸 其范围大约在 ) •Π 之间 其中

笔记 本 电 脑 中 的 体 积 热 耗 散 密 度 高 达

•Π 如此高密度的热量输运是一个富有挑战

性的课题 冷却微小系统的困难在于≈ 首先 冷却

空气速率不能太高 以尽可能减小噪音 其次 仅允

许保留很小的冷却流体空间 第三 不允许在模块上

安装大容量热沉 扩展表面 第四 低造价则要求尽

可能地采用塑料封装芯片 这会增大芯片与模块表

面之间的导热热阻 于是热量将主要聚集在基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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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计算机体系内热耗散与系统体积的关系

所以 寻找具有高效热输运效能的传热方法至今一

直是人们探索的主题

图  微型换热器示意图

晶片上加工有流道 其表面覆盖有耐热平板玻璃

215  微型换热器及其传热问题

微型换热器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 在电子器件 !

微Π纳电子机械系统 !一些现代 先进的生物技术和

微医疗仪器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随着当前

微系统与纳米技术的飞速发展 各种令人耳目一新

的微型换热器仍层出不穷 现代微制造技术的进展

已经使得加工由多个水力学直径在 ) Λ 之间

的微型管道组成的换热器成为可能≈ 这类流动槽

道或交错肋片通常制作在硅 !金属或其他合适材料

的薄片上 每一薄片既可单独组成一个平板换热器

也可堆叠和焊接在一起 以形成平行的顺流或逆流

换热器 如图 槽道和肋片可采用光刻技术或利

用微型工具通过精密切割而制作在薄片上 除微槽

型换热器外 微热管是另一类具有高效热输运能力

的微型换热器≈ 其内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微尺度流

动 !传热及相变机理有待揭示

216  微型燃气透平燃烧技术

微制造技术中极富挑战性的尝试之一是制作微

型透平机械 尽管尺寸极小 这类器件仍包括有微电

动压缩机 !微透平发电机 !微燃气透平 !微型制冷机

及微型火箭发动机等 • 等≈ 新近发展了一个

针对微燃气透平的燃烧室 如图 研制该类微小

机械的动机是有道理的 比如 若能成功设计出一种

能产生 ) • 电能而体积仅在 以下 且每

小时消耗的喷气燃料仅约 的微燃气透平发电机

则其将拥有 倍于现行 好的电池所能提供的能

量密度 微型和常规器件在设计上的差别大多是由

于尺寸缩小引起的 但它也受燃烧室与发动机的相

对尺寸 !周期压比 !材料温度极限等影响 微型燃烧

室的一些特别之处在于≈ 具有更短的用于混

合和燃烧的停留时间 附加的能量损失主要由较

高的比表面积决定 采用了难熔的结构陶瓷 微

机电技术只在一些难熔结构陶瓷如氮化硅 ≥

及碳化硅 ≥ ≤ 等的微加工成为可能后才得以实现

这些材料具有适应恶劣环境的优异的机械 !热学及

化学性质 微型燃气透平内所发生的燃烧过程涉及

相当复杂的化学反应 !微传热 !传质和多相流动问

题 而且还包括了几乎一切大尺度燃烧器中出现的

问题 如高温冷却 !火焰稳定 !点火 !燃料输送和堵塞

等 而由于微型燃烧器本身尺寸大大减小 这些规律

又明显不同于宏观燃烧器

图  微型燃气透平发电机

217  微尺度热驱动技术

在某些环境下 热信号被认为是控制一些 / 微

小0机器的 合适的工具之一≈ 图 所示为

等≈ 设计的利用微汽泡作为驱动部件的装置 与热

驱动相比 一些传统微致动技术如堆型压电驱动器

若要实现较大的力输出 则其位移相对较小

Λ 而双压电晶片虽可获得大的位移 但输

出力又相对较小 此外 电力驱动则对颗粒和潮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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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非常敏感 而磁致动又不易加工到亚毫米尺度 据

报道 采用热相变驱动的效应器可以获得相对较大

的力 且可实现数十微米的位移≈ 不过 也由于微

热控制器对温度较敏感 它们不能在温度变动很大

的状况下使用 近发现 除电场之外 温度或温度

梯度可对一定成型表面上的微小流体流动起到导向

作用≈ 这可能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图  汽泡驱动的微型热效应器

悬臂末端的平板可随微小汽泡的形成而朝上移动

另一个微尺度热控制的例子可在打印机工业中

找到 在微机电系统的发展中 热喷墨打印头按其销

售单价及总数来说均算是比较成功的商业典范之

一 热喷墨打印头 或笔 封装在一种体积为 )

内的可替换性液滴发射腔内 它们通常由一

个墨水池及制做在硅基底上的与喷墨阀门阵列相对

应的微型加热电阻阵列构成≈ 图 为一个带有集

成化运动电子装置的热喷墨头的横截面 由于打印

图像的质量强烈地依赖于墨滴重量 实现微小液滴

发射的控制技术一度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图 反

映的是一类喷墨打印机中墨滴重量随年代降低的情

况 图中水平线代表人眼所能感知的 小液滴重量

低于这一临界值时 可以获得高精度打印图像

图  集成化热喷墨芯片的横截面

该图显示出由加热电阻产生的/ 驱动汽泡0迫使墨滴从

发射腔喷出的情形 每一发射腔对应于一个 通道金属

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

218  微尺度生物传热

生命过程发生在三类空间尺度内≈ 即对应于

有机分子行为的纳米尺度 !与组织内单个细胞行为

图  喷墨液滴重量随年代的演化情况

采用图中虚线以下的液滴重量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打印图像

相关的微米尺度以及与整个生物机体行为相关的宏

观尺度 温度对生命系统的影响同时体现在纳米 分

子 及微米 细胞 尺度 各种细胞尺寸大致分布在数

个微米 如精子及血红细胞 到数百微米 如卵母细

胞 之间 大多数为数十微米 一个细胞即是一个有

机体 其外部由脂双层膜组成 内部为溶液 ) ) ) 细胞

质 细胞质内又包含若干细胞器 对细胞尺度范围内

的传热传质问题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生物学研究

中的一个重心 其工程背景可在大量的生物材料保

存 !冷冻干燥 !冷冻外科 !高温肿瘤热疗中找到

微尺度下的生物传热过程实际上形形色色 如

在生命个体中 一些生物体与生俱来的天然结构就

包含着独特的微质量和能量输运机理 在一项近期

研究中 ∏ 等≈ 认识到 昆虫 !植物 !蜥蜴及鸟

类等的生物薄膜具有重要的生命意义 其体表上每

层薄膜的厚度可在 Λ 以下 生物体可具有多达

层的由生物膜及空气隙交替组成的层状膜 这些多

层膜结构演化至今 能对 1 ) 1 Λ 波长内的太阳

光发生干涉作用 由于微尺度辐射效应 膜厚度的微

小变动会引起其反射和吸收阳光的性能发生大的改

变 借助于膜厚及结构的选择性演变 自然界为这些

多层结构找到了极好的应用场合 其中之一即涉及

到生物传热 比如蝴蝶 其独特的薄膜结构会导致出

现鲜艳的彩虹色 这有助于其信号的发送 !求爱 !伪

装及展示等 如图 所示 而那些未被反射的光线

则用于其自身的热调节 改变膜厚会诱发不同的光

谱和反射特性

微尺度传热在一些 先进的生物技术中也得到

了应用 如利用生物组织中化学反应速率对温度的

高度敏感性 人们设计了独特的具有高效热控性能

的硅微结构 从而使得过去需长达 的多聚酶链式

反应 一种用于扩增 ⁄ 片段的著名的生化反应方

式 该思想的提出者 ∏ 因此获得 年诺贝尔

化学奖 现在仅需 左右即可完成≈ 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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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蝴蝶翅膀发光尺度示意图

在硅微结构中采用了具有合适高宽比和大表面的反

应容积 从而能在一个低热质交换器中得到快的加

热和冷却速率 除具备速度快的显著优点外 由于生

化反应通常对专一性要求很高 快速加热和冷却对

此也提供了额外的优越性 与此类生化反应器件类

似 关于生物芯片的制造方法及其内微传热传质 !微

控制 !微信号的采集等也必将成为新一轮的研究热

点

219  分子机器

科学的原动力总是促使人们去发现那些未知的

现象及自然规律 而工程的原则又驱动着人们不断

挑战更新 !更难 !更高效的系统与装置的制造方法

二者总是交相辉映和协同发展的 对分子水平上的

机械装置进行加工的执着追求导致了一系列相应器

件的产生 如 转子 !齿轮 !开关 !闸门 !转栅 !马达 !棘

齿等 其中分子马达在生物系统中比较普遍 其制作

近在实验室中也成为现实≈
∏ ∏ 等≈ 发现

采用紫外光或通过改变系统温度来激发 个相互分

离的异构化步骤 可以实现重复性的 !单方向绕 β

转动的运动方式 与微观粒子受热扰动而体现出的

无规布朗运动类似的是 分子尺度的机器必然相当

敏感于其所处的热环境 显然 对这类器件热控问题

的研究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微器件传热问题中出现的尺度效应及挑

战性课题

  微器件中热科学与工程学问题的研究引发了一

系列始料未及的挑战性课题 也给传统的思维观念

带来了新的冲击 现在 人们逐渐认识到 随着尺度

越来越小 器件中的热和流体行为将严重偏离于经

典传热学和流体力学理论所描述的规律 即微米Π纳

米尺度区域内的热流体行为将体现出强烈的尺度效

应 而那些广泛应用于连续介质体系中的物理量如

温度 !压力 !内能 !熵 !焓乃至热物性如热导率 !比热 !

粘度等在微尺度水平上均需要重新理解并赋予新的

涵义 对这些科学问题的深入认识已经成为发展新

材料和提高新型微器件性能的关键 对于微工程系

统 需要通过微观和介观途径 建立起对材料传热规

律的基本认识和描述 虽然物理学过去已经对各种

能量输运进行过探索 但其应用于微尺度工程系统

时需要一个全新的视野 这也正是微尺度热科学之

所以兴起的原因

目前 研究者们试图建立一些判断传热尺度效

应的某些准则 例如对于导热问题 ƒ 等≈ 给出的

区域图指出 对于平均自由程对热载体起决定作用

的情况 若平板层厚比在其层厚方向的导热平均自

由程小约 倍 或者层厚比沿层面方向的导热平均

自由程小 倍半 则认为该层内的热传导存在尺度

效应 类似地 在热辐射及热对流问题中也提出了相

应的尺度准则 然而 新理论本身是很不完善的 而

材料尺度极小时其热物理规律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事

实也增大了解释实验结果的困难 迄今所测得的薄

膜热导率值差别很大≈ 这是因为薄膜的一些独特

性质 如膜厚 !膜 底材温度 !薄膜的沉积方式等 均

会影响热导率的大小 且其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很

难准确估计 例如 尽管不少理论和实验研究都断定

薄膜材料的热导率比其体材值要小 个以上的数量

级 但也有人发现 镍被覆材料中的热导率仅略小于

其体材值 另外 ∂ 和 ≈ 发现铋金属膜

) 厚度 的热导率在低于 的情况下

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 而在温度大于 时 则随

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事实上 特别薄的膜材料的物理

和化学性质强烈地影响其热物性与对应体材值之间

的偏离度 因为即使薄膜的化学性质相似 其微结构

也可因沉积方式的不同而相差很大 在光学元件中

终端材料的微结构 !空穴 !裂缝会严重影响器件的使

用寿命 它们决定着可控激光诱发破损的参数 分析

这些问题需要了解材料在分子及原子水平上的结构

对其输运特性的影响 若要在宏观层面上解释这些

问题 全面而综合的薄膜热导率模型应考虑到材料

的各向异性 !非均匀性及膜材料的温度依赖特性等

因素≈ 针对许多实验中出现的结果差异 × 及

≤
≈ 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 即主张从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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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热导率测量的不同实验室应对由同一供货商提供

的同一批样品进行测定 以评估各自所用方法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 并能对薄膜热导率的真实特性有一

个完整的了解 对应地 对于流动和辐射问题也有必

要采用类似的研究策略

 微米Π纳米尺度传热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理

论与实验研究方法

  对传热和流体输运特性的研究可从宏观或微观

途径着手≈ 宏观途径主要依赖于唯象模型 不必

确知能量输运的机制及材料的微结构 其主要用于

分析宏观尺度下的热现象 只需知道本构关系或简

单的输运定律即可 因而显得相对简单些 但这种方

法在认识和解决微工程系统所涉及的问题方面并不

能提供足够的信息 因为这些系统往往需要了解传

热的微观机制 迄今 在理论和计算研究方面 按照

从连续介质现象到量子现象的特征尺寸 研究者们

提出了一系列从量子分子动力学到连续介质模型的

方法≈ 对于宏观连续介质现象 利用传统的连续 !

动量及能量方程即可求得系统所涉及到的宏观变

量 此外 对一些传统流体力学 !传热学理论及其相

应的基本方程和界面条件 !物性等作适度的修正 也

可达到分析某些微系统热问题的目的 分子动力学

方程则用于揭示那些量子力学效应不明显的物理现

象的分子特征 它们也为分子统计理论如玻尔兹曼

方程及直接蒙特卡罗模拟法提供分子碰

撞动力学方面的知识 对于具有量子效应的物理过

程如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金属材料中的热传导问

题等 应采用量子分子动力学方法并通过同时求解

分子动力学方程及薛定谔 ≥ & 方程来加以

分析 然而 在发展微米Π纳米尺度传热学理论的过

程中 必然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 首先 任何计算均

只适用于一定的长度和时间尺度范围 在其他范围

则会失效或带来困难 例如 分子动力学模拟主要用

于研究发生在 ) 以内的现象 但对于更大或

更长的范围 该法在计算上至少在当前是不很现实

的 不过 幸运的是 许多物理现象和工程问题虽然

是在宏观或/ 人0的层面上体现的 但其归根结底却

是从分子尺度开始的 目前 在建立跨越一定长度和

时间范围的模型时会引入一些困难 晶格玻尔兹曼

方法正试图连接这一间隙 但尚需进一步的努力 因

为工程系统常常由于一些介观现象的存在而显得较

为复杂 第二个问题是对计算方法 尤其是分子水平

上的计算结果如何验证 例如 分子团簇结构如 ≤

可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 但困难在于如何实际考察

分子尺度上的动力学输运现象 所有这些均成为摆

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是发展研究微尺度传热

学的实验方法≈ 现已提出数个新的实验技术和测

量方法 其中一些方法可用以获得微尺度能量输运

现象的物理图景 而另一些方法则朝各自的空间 !时

间或能量分辨率极限推进 在这方面 光束反射测量

技术已取得一定的成功 但其实验过程极易受到各

种扰动的影响 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对电子系统及器

件进行热成像是另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技术 改进这

一特殊方法的机制之一在于采用更精确的温度测量

装置替换热偶探针 在这方面 半导体二极管 !电阻

温度计或石英晶体等也可能提供更准确的温度信

息 图 显示的长度范围从 ) 而相应的时

间尺度从 ) 这些纳米长度是扫描探针显微

镜所能刻划的范围 因而扫描探针显微镜已被用于

研究电荷 !光子和热量的传输 但目前它尚不具备足

够的时间响应能力 另一方面 纳秒时间尺度与超短

激光脉冲相当 所以皮秒及飞秒激光可用于研究光

子相互作用中的超快速动力学过程 但超短脉冲激

光又不具备足够的空间分辨率 也许能结合这些极

端空间和时间极限尺度的仪器是近场扫描光学显微

镜≈ 这些方法几乎是惟一的可隔离固体中电子和

声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方法 现在超快激光已被广泛

地应用于物理和化学 其新的工程应用正不断拓展

人们已经可以获得微机械结构在 范围内的偏

斜 这使得物理和化学感知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 注

意到 比一个化学键长度小 这种探测能力

可获得对材料行为的根本认识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

屡见不鲜 即一旦某种测量方法的极限被打破 则新

的科学发现和工程革命也即将来临

 小结与展望

微米 !纳米科学已经成为当前 为备受关注的

热门学科之一 世纪世界经济的基石将在很大程

度上建立在微小器件的基础之上 而微米Π纳米尺度

热科学正是微尺度科学中 新和重要的学科分支之

一 它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背景并备受众多领域专

家的关注 是交叉于热科学 如热物理 !热力学 !流体

力学 !热测试技术等 !物理 凝聚态物理 !介观物理

等 !电子 计算机 !微电子 !微Π纳电子机械系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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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 !机械 微加工等 !材料 新材料制备 !测量 !热

评价 !化工 微流体 !微反应 !生物医学工程 微泵 !

微传感器 !微医疗仪器等 !仪表 !生物信息与控制

生物芯片 !培养皿 等诸多领域的一个新成长点 尽

管本文仅相当简略地介绍了热科学在微米Π纳米系

统技术中的一些重要应用情况 但这已经足够清楚

地表明 同其他学科一道 热科学方法的角色也是无

可替代的 正是在各种微米Π纳米分支学科的相互配

合和协同发展下 微米Π纳米科技才得以迅猛发展

现在 微流体和传热器件的商业化进程正处于其发

展初期 目前可得到的仅有少数有限的器件 微尺度

器件体积和重量的减少正在促成一些新的工程应

用 其有可能 或者已经 开辟新的市场 并为有关基

础探索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手段

在过去数十年间 对微系统中新传热现象的发

现要求采用一系列新的研究手段≈ 而半导体工业

的发展则会进一步将应用推进到低温区域 此时 微

尺度效应会越发变得显著 正如前面所阐述的那样

在各种理论和实验结果中 仍然存在着相互不吻合

甚至矛盾的结果 所以 除了要对已有理论进行修正

外 如考虑热传导中的各向异性 !非均匀对流问题中

的流体压缩性 !介质物性的变化 !外场影响 !边界效

应 !材料结构的特殊性等 尤其要力图发展新的理

论与测试技术 并全力开拓制造新型的高性能 !低价

位的微米Π纳米热器件 以及拓展 ∞ ≥的热科学应

用领域 与基础研究并列的是需要获得更好的设计

工具 以使微流体及热系统的完整模拟成为可行 这

类系统应包括设计和过程建模以及对器件流体力

学 !热行为 !结构变形及其性能等的数值模拟 人们

不仅要问 由于凝聚态物理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间已

经研究过微尺度能量输运的问题 那么微尺度热科

学领域的重点何在呢 已有的一个共识是核心问题

应集中在复杂的材料和工程系统中≈ 这时 低温和

理想晶体假设不再成立 在这样的系统中 微尺度内

的能量输运可与其周围复杂的环境发生相互作用

并导致出现在过去所研究过的理想可控系统内不易

出现的独特行为 母庸质疑 微米Π纳米尺度热科学

的研究范畴正不断得到拓展 其在生命科学方面的

作为也初露端倪 正是满怀这种希望 微米Π纳米尺

度科学领域内的研究者们正在努力 有时甚至是十

分艰难 地将各种极限不断推进 而 为激动人心的

领域将出现在各种器件 !计算及实验的交叉层面上

致谢  作者感谢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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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变崩坍 φυσιον αϖαλανχηεσ

  一个类似于儿童玩具的沙堆崩坍模型是一种可

用于研究如何使核聚变装置托卡马克 × 达

到 佳条件的工具 托卡马克是一种利用核聚变反

应来获取能量的装置 为了能实现获取能量这个目

的 第一步是要在托卡马克装置中得到高温 !高密度

的等离子体 特别是一种称为 模的 好位形 但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不很清楚如何能使等离子体达

到这种状态

沙堆模型为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

示 美国沃里克大学 • √ 的 ≥ ≤ 2

教授设计了一个模拟沙堆崩坍的计算机模型

他是利用调节沙粒在沙堆中的分布来观察沙堆崩坍

的出现与发展 而在各种尺度上出现沙堆崩坍是自

组织临界性 简称 ≥ ≤ 的一个特征 从 年开

始 就有许多的科学家已经发现 在托卡马克装置中

的等离子体中存在着自组织临界现象 其中粒子数

与能量在各种尺度下进行着快速的重分配过程 这

类/ 输运0过程要比正常条件下可允许的扩散快很

多

但这里有一点波折 自组织临界行为本身是倾

向于产生一种对粒子没有什么约束的等离子体 在

达到自组织临界的条件下 这个模型认为在等离子

体内会出现一部分 不可能全部 符合要求的

模 但科学家们希望能控制等离子体中 模的产

生 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 快输运过程0产生在较短的

长度尺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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