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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纳米材料的可控组装 

1. 研究目标 

本项目将主要研究功能化亚纳米材料可控组装及相关应用。具体为柔性亚纳

米材料纤维/薄膜/织物/凝胶等的制备及在柔性光学、传感、智能响应器件等领

域的应用。 

 

2. 研究背景 

亚纳米尺度是原子和分子构建具有特定结构的物质的关键尺寸区域，物质通

常从原子和分子开始生长，然后经过亚纳米尺度生长到纳米尺度、微尺度和大尺

寸块体。亚纳米材料的尺寸接近高分子，将纳米材料的尺寸限制在亚纳米尺度可

能会导致其性能发生质的飞跃，并有望打破无机材料和高分子之间的壁垒，建立

新的材料体系。无机亚纳米材料成分、结构可调控，能被赋予丰富的性质及功能。

除此之外，由于与高分子尺寸相近，一些亚纳米材料表现出类高分子性质，如构

象多样性，粘性，非牛顿流体特性等，这些类高分子性质使其具有良好的可加工

性。无机亚纳米材料将高分子材料与无机纳米材料两者的优点融合为了一体。在

此基础上，对亚纳米材料进行组装，通过各种策略和工艺将其从无序状态操纵为

多级有序结构，可以带来各种新的化学/物理特性，从而发展出新型多功能材料、

器件。而如何进一步利用它的这些性质对其进行组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3. 研究内容 

亚纳米材料的可控组装仍有诸多重要研究内容亟待开展，本项目将基于对亚

纳米尺度材料组分结构和形貌的调控，系统化研究亚纳米组装单元相互作用和外

场作用对组装过程的影响，拓展除亚纳米线之外其他亚纳米尺度材料的组装，研

究组装体性质及作用机制，并力争实现亚纳米材料可控组装及功能材料的规模化

制备。深入研究亚纳米材料-液晶/有机分子/其他功能纳米材料等复合组装体材

料的构筑及性能，发展新型功能化材料。借助先进表征技术，结合理论模拟计算，

深入研究亚纳米材料的组装机理及组装体构效关系，从而发现或预测新结构和新

特性，以及进一步优化其性能。 



 

4. 预期成果 

本项目将力争实现在亚纳米组装单元和亚纳米材料组装策略等方面的创新，

实现亚纳米材料的可控组装。揭示亚纳米材料的组装机理，建立其组装体的构效

关系，实现亚纳米材料组装体的高效和规模化制造，并进一步优化其性能，推动

其在柔性光学、传感、智能响应器件等领域的实际应用。预计发表高水平论文 2-

3篇，申请发明专利 2-3项，培养研究生 4-6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