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奈米科技創造新機能性材料
 高附加價值材料之起端

從“以噸計之生意＂到“以克計之生意＂之電子材料，比如半導體

了材料交易之價值。由於高附加價值及高機能性材料領域之進展，已經

產業。而這個趨勢乃由材料製造商所支持與驅動。木村先生(三菱材料公

究院所長)最初專精在塑料成形之技術，爾後則投入於製造噴射引擎材料

容器和銅金屬管件之技術研究，現在則是領導研究群開始從事使用奈米科

附加價值材料之挑戰工作。

木村先生和他研究群之主要目的是為了發展新的機能性材料。若將材

作到奈米尺寸之粒徑時，其中可獲得的一項顯而易見的功能就是透明性

徑小於 50nm時則可增加其透明性，這是因為粒徑愈小時，光的散射則

所以這群研究小組發展了一些不同種類之奈米粉體材料，從二氧化矽到

後到二氧化鈦，並將這些透明粉末量產商業化。二氧化鈦在一般狀態下

末，但粒徑減少到奈米尺寸大小時則變得更為透明。當它應用在粉底時

呈現清晰感並具有防護紫外線之功用。

木村先生說：「我們也曾經拓展應用之領域：從奈米粉體至將粉體分

體和薄膜中」。奈米粉體之製作方法有二個製程：一是液相製程(濕式製程
是氣相製程(乾式製程)。正常狀況下，奈米粉體在生產時，於瞬間內容易

的顆粒。所以在製作奈米粉體分散溶液時，最重要步驟是將聚集之大顆

顆粒而將之分散於溶劑中。木村先生陳述說：「我們的竅門技術是以表面

理粉體之表面，使其與溶劑之相容性增加外，並提昇粉體分散在液體中之

以這樣方法做出來的透明光觸媒膜可用來保護照明燈免受骯髒排放廢氣

可用來使汽車之左右後視鏡具有防霧的功能(圖一、表一)。

表一 光觸媒之抗菌能力 (金色葡萄球菌及大腸桿菌 O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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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乙醛之分解(光觸媒功能之例子)

圖二 金奈米棒之穿透式

鏡照片（奈米棒具備在可

紅外線之光譜區中有選擇性

特定之波長之特性）

 

圖三  金奈米棒之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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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發生故障，所以若將金奈米棒塗佈在電漿顯示器上則可防止此類失

圖三～圖六)。木村先生說：「在半導體相關材料領域中，我們發展了應變型

可展現更高的電子之移動性」。製造應變型矽晶圓之方法是在矽基材上長

化矽之磊晶後再覆蓋一層矽來造成應變。結合此應變型矽晶圓和奈米級之

械研磨技術，研究群發現元件之電子移動性比傳統之矽電晶體快上 2.2 倍
奈米級沉積和研磨技術也能拓展應用到其他產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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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含金奈米棒膜之吸收特性(1)

圖五  含金奈米棒膜之吸收特性(2

根據木村先生說「有言道：

誰能成功地發展出卓越材料，誰

就能主宰該市場。這顯示了材料

是如何的重要。我們正嘗試從每

個角度來發展高附加價值及高

機能性之材料。然而研究人員之

耐心和努力是不可或缺的，以期

望能達成這個目標。」在發展高

機能性材料之同時，木村先生也

展示其在製造技術、商業化技術

及市場行銷之出色領導能力，這

些都是欲將材料行銷到全世界

所必備之能力。當然這條路走起

來並不容易且充滿著挑戰。然而

木村先生憑藉著過去克服困難

而獲得成功之經驗，他還是對未

來充滿樂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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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含金奈米棒膜之耐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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