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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0544《纳米科技 术语》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核心术语;
———第2部分:纳米物体 纳米颗粒、纳米纤维和纳米片;
———第3部分:碳纳米物体;
———第4部分:纳米结构材料;
———第5部分:纳米/生物界面;
———第6部分:纳米尺度测量和仪器;
———第7部分:纳米医学诊断和治疗;
———第8部分:纳米制造过程。
本部分为GB/T30544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TS80004-1:2010《纳米科技 术语 第1部分:核心术语》。
本部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忍肖、葛广路、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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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纳米科技正在并将继续影响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促进通讯、
医疗、制造、材料等相关技术领域的极大进展。为了促进纳米科技在工业等领域中的开发、应用和交流,
其相关术语和定义的一致化是必不可少的。

在GB/T30544中,“术语”指的是:

a) 应用于纳米科技的术语结构或概念;

b) 赋予特定语言环境下术语的定义。

GB/T30544的本部分列举了纳米科技的核心术语和定义,并作为GB/T30544术语标准的基础。
以术语“纳米物体(2.5)”和“纳米尺度(2.1)”为例,分别从大小或几何边界两个方面对纳米材料可

测量的本征特性进行了定义。对于“纳米尺度”,通过表明上、下限是近似值,而说明纳米物体的实际尺

寸可以超出定义范围,这与常规术语“尺度”概念中所规定的确切边界是不同的。
随着纳米科技在新产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科学认知也需要同步发展。例如,富勒烯到底是分子还

是纳米材料? 目前尚有争议。但应承认,无论是有目的生产的、或是在生产过程中伴生的纳米材料对环

境、健康与安全方面的影响,并不会在其尺寸大于100nm时突然消失。随着科学知识的拓展,有一点

是非常清楚的:对于纳米物体或纳米结构材料等实用术语,不仅需要定义基本尺寸和形状,还需要有效

捕捉和传达其所包含的性能。
术语的快速发展应该顺应社会的需求。作为交流工具的术语体系,其定义不能太死板,但也不能太

灵活或过于笼统。太死板会由于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不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不能灵活描述相

关新发现;而如果太过笼统,则可能会导致所采用的意义、用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纳米材料的维度或内部结构处于纳米尺度,其可能具有与单原子、分子或块体材料明显不同的内在

性质或功能。
在GB/T30544的本部分中,术语的定义已与纳米科技框架和术语等级一致,之所以分等级,是为

了将内部或表面结构处于纳米尺度的材料均能涵盖在内。图1描述了纳米材料(2.4)、纳米物体(2.5)
和纳米结构材料(2.7)相互间的关系。

图1 纳米材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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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技 术语
第1部分:核心术语

1 范围

GB/T30544的本部分界定了与纳米科技核心术语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旨在促进与纳米科技相关

的产业界、政府组织、社会人士及相关各方的相互交流。

2 术语和定义

2.1
纳米尺度 nanoscale
处于1nm至100nm之间的尺寸范围。
注1:本尺寸范围通常、但非专有地表现出不能由较大尺寸外推得到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性来说,尺度上、下限值是

近似的。

注2:本定义中引入下限(约1nm)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不设定下限时,单个或一小簇原子被默认为是纳米物体或

纳米结构单元。

2.2
纳米科学 nanoscience
研究纳米尺度上出现的,与单个原子、分子或块体材料显著不同的,与尺寸和结构相关的性质和现

象的学科。

2.3
纳米技术 nanotechnology
纳米科技

应用科学知识操纵和控制纳米尺度(2.1)的物质以利用与单个原子、分子或块体材料性质显著不同

的、与尺寸和结构相关的性质和现象。
注:操纵和控制包括材料合成。

2.4
纳米材料 nanomaterial
任一外部维度、内部或表面结构处于纳米尺度(2.1)的材料。
注1:本通用术语包括纳米物体(2.5)和纳米结构材料(2.7)。

注2:见工程化的纳米材料(2.8)、人造纳米材料(2.9)和伴生纳米材料(2.10)。

2.5
纳米物体 nano-object
一维、二维或三维外部维度处于纳米尺度(2.1)的物体。
注:用于所有相互分离的纳米尺度物体的通用术语。

2.6
纳米结构 nanostructure
一个或多个部分处于纳米尺度(2.1)区域的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注:区域由性质不连续的边界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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