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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 年 03 月本團隊參加日本舉辦 8th ISPlasma 國際研討會。於 ISPlasma 的

交流會議發表一篇標題為：High sensitive photodetectors of ZnO nanorods based on 

CdSe/ZnS core-shell quantum dots 相關奈米檢測元件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為實驗方

法主要利用光敏奈米材料應用於光學檢測的研究。參加本次會議可以促進國內外

學者與國際學術交流機會，並增進本校的學術知名度。  

在日本名古屋大學會議中心，展開一系列的學術與先進工程交流。會議中，

來自各地優秀學者發表論文中的研究方法與研發技術、製程檢測、學理規劃與分

析、製程創新導向等值得我國學研單位交流與學習仿效。從發表的研究論文主體

說明了先進製程發展導向，而跨領域結合多工製程技術協同材料工程應用是未來

工程科學發展之標竿。 

對於各專業領域之製程技術與學術發展方面，我國學研單位應繼續努力與全

世界先進技術同步並持續努力突破製程開發技術的瓶頸，並藉由培訓優秀研究團

隊、強化專業學識與拓展新興工程領域。未來，對於跨領域科學與工程研發亦可

結合各國的專業研究團隊共同發展與學習，並開創新的學術價值與未來功能材料

的應用，建議學校應該可以多多培訓專業人才以及支持我國專業團隊與世界各國

專業團隊的合作。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可以增進學校的交流機會與建立友誼關係，

並且刺激本校研究生與教授在會議上交流更多學術與工程上的未來發展導向。 

 

 

 

 

 

 

 

 

 

 

 

 

 

 

 

 

關鍵詞：日本名古屋、ISPlasma 國際研討會、研究論文。 



 

目次 

 

一、目的........................................................................................................................ 1 

二、過程........................................................................................................................ 1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3 

附錄................................................................................................................................ 4 

 

 



1 

 

一、目的 

1. 計畫目標 

方得華教授團隊參加在日本舉辦 2016 年氮化物與奈米材料之先進電漿科學

與其應用國際研討會（ISPlasma 2016）。並針對新世代的工程應用與製程開發趨

勢方向進行國際學術交流與會議討論，並針對未來之學術研究發展為籌畫目標，

以及拓展創新科技與多工元件設計為指標進而培訓國內技術開發團隊與優秀研

究人才。 

2. 主題 

ISPlasma 2016 國際研討會提供一個氮化物與奈米材料之先進電漿科學與其

應用為議題，並供應來自世界各國的跨領域研究進行口頭報告、海報展示、展覽

及會議等。 

3. 緣起 

本研究團隊以功能元件的製程技術發展為根基，並以創新工程應用與學術研

究為指標發展。本團隊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與發表國際期刊，今年將其中一篇論

文發表於 8th ISPlasma 國際研討會（ISPlasma 2016），標題為: High sensitive 

photodetectors of ZnO nanorods based on CdSe/ZnS core-shell quantum dots 相關的

研究成果。 

4. 預期效益與預達成事項 

本研究團隊發表一篇標題為: High sensitive photodetectors of ZnO nanorods 

based on CdSe/ZnS core-shell quantum dots，本研究為實驗方法主要應用光敏奈米

材料應用於光學檢測的研究。參加 2016 ISPlasma 會議可以增進學校國際學術聲

望並建立國際學術友誼關係，以及增進本校研究生與教授國際學術交流的機會。 

 

二、過程 

3 月 5 日 

由高雄直飛抵達日本東京。3 月 5 日抵達位於日本名古屋大學會議中心完成

註冊程序，並針對先進材料與創新製程發展討論，報到後開始學術活動。 

 

3 月 6 日 

開始在日本名古屋大學會議中心，展開一系列的工程與科學應用研討會交

流。 

Title：First Principle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f Future Nano-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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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Kenji Shiraishi 

奈米材料在物理與化學特性的表現上與巨觀的塊狀體有截然不同的差距，由

於獨特材料特性被發掘並藉由奈米技術發展在產品上，諸如醫藥、塗料、催化劑、

化妝品，與電子產品等等。至今，奈米技術的成熟發展已創造出數十億的市場，

市場需求度已隨著奈米技術的提升與奈米材料多樣性形成正比成長。密度泛函理

論(DFT)的主要是用電子密度取代波函數做為研究的基本量，可利用擬態計算出

原子作用力。密度泛函理論在固態物理學計算中得到廣泛的應用，並足以詮述電

子在有效勢場中的問題以及電子間的庫倫交互作用力的影響。對當今的奈米材料

計算與開發而言，DFT 的第一原理計算為當世代最重要的參考指標。 

 

3 月 7 日 

Title：Device Application of Graphene and 2D Materials 

Author：Sungwoo Hwang 

石墨烯基於二維的六角結構，是一種無能隙半導體。而獨特的電子與電磁特

性具有潛在性的應用，包含了電子、感應元件和生物診斷等應用。同樣地，其他

二維材料如 BN 奈米帶、MoS2 奈米帶等做為奈米元件，物理與化學性質也潛在

各種不同特性。藉由奈米材料的電子特性，可製造出有效的感測系統或電子開

關，如氣體、光學、生物、聲波與溫度感測元件。除了本體的獨特的特性，在合

成物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如鍍膜、電性改良、機械特性上的應用等。 

 

3 月 8 日 

Title：Application of Nanoparticles on Biosensing 

Author：Meng Jiy Wang 

奈米粒子獨特的電磁特性在近年來在醫學的研究上有卓越的表現，例如生物

感測器。當材料粒子縮小至奈米尺寸時，比表面機會相對增加並引發光學、熱性

質、物質化學活性等的改變。奈米粒子在化學上常作為催化劑﹔在醫學上更善用

於生物體的病變篩檢、藥物傳輸、病毒抑制與癌細胞檢測等作用。 

 

3 月 9 日 

Title：Interface control technologies for GaN power transistors 

Author：Tamotsu Hashizume 

GaN 電子元件可以在高頻率和高溫度條件下運行，並擁有更低的損耗和更高

的功率開關特性。GaN/AlN 的磊晶成長在 Si 上是困難的，由於 GaN 和 Si 之間晶

格不匹配和熱膨脹係數關係所造成。為了提高在 Si 基板上的擊穿電壓，在垂直

和橫向方向上的緩衝器漏電流的抑制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為了得到高電阻緩衝

層，碳摻雜法是有效方法之一。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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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InN Nanowires for New High Capacity Lithium Ion Battery 

Author：Yin Wei Cheng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中電極材料的嵌入反應操作是由非常特定的結構和性質

通過電化學過程。鋰離子電池主要由陽極、負極、電解質和一個隔膜所構成。電

解質是良好的離子導體和電子絕緣體，其中電解質是溶解在兩種或多種有機溶劑

的混合物的無機鋰鹽溶液。鋰離子電池的性能強烈地依賴於電極屬性，而電極材

料的電化學性能顯著是電池優劣基本要求。 

 

3 月 11 日 

由日本東京飛抵達高雄國際機場。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屆會議以「先進的電漿科學與其應用」為主題，世界各地的學術研究與技

術研發團隊發表優秀的研究成果，在成果發表方面值得我國學研單位學習與仿

效。藉由國際學術會議與各國研究單位間的成果發表與學術交流可激發創新研究

的潛力與產業升級的潛能，並藉由學術會議的交流討論建立各國學術之友誼關

係。 

此次發現世界各地研究人才具有創新技術之巧思與具體的專業開發能力，此

方面我國的研究人才對於相關領域之創新能力與學術發展應繼續努力與先進國

家同步發展，強化專業學術根基與創新的開發能力，對於優秀團隊與專業人才可

建議學校與國家研究發展單位應該可以多多積極培訓與鼓勵。未來，可結合多元

領域的研究發展為目標和國內外學者攜手合作發展的多元科學研究與開創具前

導性的學術價值。 

除了建議：建立完整的多元領域的研究合作模式，除了學術研究與工程科學

應用項目以外，亦包含國內外研究團隊的學者互訪、產學交流與跨領域合作。並

期許未來可推薦優秀的學研技術開發專業團隊或產業開發人才能到國外學習進

修，以及產業與學術合作。未來，導入國外先進開發技術提升國內新興領域之需

求，亦期盼與先進國家的頂尖研發團隊並駕齊驅。 

最後，本次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能夠獲得科技部 103B5133 分子動力學實驗

分析多晶奈米結構與非晶質金屬之機械特性與應用計畫之差旅費補助，在此特別

致謝。 



 

 

附錄 

1. 會場相片 

 

 

 

 

 

 

 

 

 

 

 

 

 

 

 

 

 

 

 

 

 

 

 

 

 

 

圖 1 會議活動 

 

 

 

 

 

 



 

 

 

 

 

 

 

 

圖 2 會場海報合影 

 

 

 

 

 

 

 

 

 

 

 

 

 

 

 

 

 

 



 

 

2.接受函 

 

 



 

 

3.全文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