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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SMANAM系列會議始於1994年，當時第一次會議在格勒諾布爾（法

國）舉行。之後由組織在隨後的會議則在許多地方舉行如Quebec (1995), 

Rome (1996), Sitges (1997), Wollongong (1998), Dresden (1999), Oxford 

(2000), Ann Arbor (2001), Seoul (2002), Foz do Iguaçu (2003), Sendai 

(2004), Paris (2005), Warsaw (2006), Corfu Island (2007), Buenos Aires 

(2008), Beijing (2009), Zürich (2010), Gijón (2011), Moscow (2012), Turin 

(2013) and Cancun (2014).並進行相關討論。ISMANAM會議是一個多學科得

研討會，主要是針對亞穩態，非晶和奈米結構材料等項目讓國際間學者

與廠商進行科技交流的會議。此外，由於亞穩態，非晶和奈米結構材料

技術所牽涉到的材料與製程方式相當具有多樣性，因此新的微小化製程

技術在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為獲得較先進的材料製程技術發

展資訊，我們投稿參加2015 The 2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tastable, Amorphous and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以了解全世界在最

先進材料技術的發展趨勢，作為本研究室在最新之製程技術用於下世代

元件開發的參考與借鏡。 

 

 

 

  



一、 目的 

    由於此研討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及重要性，本次參加此研討會帶回

的相關資訊，將可提供同仁掌握微奈米製程技術的最新走向，作為未來

研究發展方向的借鏡與參考。參加 2015 The 2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tastable, Amorphous and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收穫良多，心得如上所述。希望有機會能多多參加這些具有代表性之國

際會議。 

  



二、過程 

全世界各材料製作設備與量測儀器廠商、大學、研究機構從事與材

料技術相關之研究人員踴躍出席，今年與會的人數超過六百人。會議的

重點集中在非晶和奈米結構材料技術方面的應用，包括納米結構，奈米

和微晶材料、奈米多孔和微孔材料、金屬，氧化物和聚合物玻璃、薄膜

和塗層、大塊金屬玻璃、準晶材料、合成技術和亞穩相的形成、機械力

合成法，機械合金、奈米和微結構的氫化物、奈米和微觀複合材料，製

備和性能、奈米尺度理論建模和計算機模擬材料、在不同尺度的機械性

能、化學，微電化學和腐蝕的特性，奈米結構材料和金屬玻璃、原子和

電子結構和結構分析、相變和熱力學與探測在原子和中尺度層次的高級

分析工具等。此外，會議中也針對如奈米系統、奈米機械、奈米光學、

奈米生物、奈米醫藥、分子電子學、量子計算與自旋電子學方面亦多有

所著墨。 

本次會議有約 50 個演講場次與約 20 位的邀請演講，投稿的論文也

有約 2000 多篇，在會議中也有許多廠商參展，相關廠商也顯示出其在

微奈米材料檢測的技術與儀器以供與會者共同討論。且會議相關的流程

如圖三所示。由於本次會議我們有一篇之投稿，題目為＂ Field Emission 

Properties of MWCNTs on Flexible Carbon Cloth Substrate by MPCVD 

method ＂ ，如圖一、二所示。因此我們也與相關研究學者共同討論研



究，討論建議也我們相當具有啟發，對我們未來之研究相當有幫助。 

 

 

圖一 參展論文海報 

 

                    圖二 會議討論情況 



三、心得與建議事項 

由於奈米技術的發展非常迅速，包括光電功能性材料合成與製程技

術。此外，由於奈米技術所牽涉到的材料與製程方式相當具有多樣性，

因此新的微小化製程技術在奈米製程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國

際上幾個相當知名的研討會議，都是世界各地業界及學術界所積極參與

的。在本次的會議中，由於發表的文章相當的多，因此本報告擷取我們

未來有興趣的題目加以介紹。本次會議有提及奈米製造之相關技術，其

中利用 nanoimprint 方式預計將成為下一世紀之奈米製作主流，會議中

Pang 回顧了 reversal nanoimprint 技術，並利用 UV exposure, 可降低製程

溫度並減少 pattern distortion。此外，韓國的 Lee 等人提出了類似 Obducat 

的 IPS 技術，他們利用 nanoimprint 製作的 PVC 在 quartz 上翻模後再以

DLC coating 降低表面能，可應用於 UV-NIL 的 stamp. HP 的 Wu 與德國

的 Meier 則是分別報導了 nanoimprint 在 near-IR negative index 與

non-volatile memory 的應用，也顯示 nanoimprint 相關奈米元件製作研究

前景可期。 此外瑞士 IBM 的 Andrea, 他們提出利用類似咖啡粉殘留在

杯緣的現象，將奈米粒子定位在預先形成的圖案上，可形成奈米粒子的

規則圖案，瑞士 Christian David (Paul Scherrer Institut)報告以 PS-PMMA

兩性高分子為阻劑, 經選擇性移除 PMMA 後留下以自我組織形成的圖

案為 mask，再蝕刻 Cr 膜以及石英基板，可形成特徵尺寸小於 100 nm 的



圖案，藉此可降低石英表面的反射率。在本次會議其他演講也包括相關

微奈米材料的製作，會議中也介紹到 DLC 的製作以及藉由相關控制可以

獲得相當好的疏水性甚至可以製作出相當好的奈米碳管複合材料。Rai

與Mountjoy等人利用氣體分子動力論來說明BaO-SiO2材料的結構與生

成過程，他們也成功的利用 Coulomb potential 來解釋並說明鋇鈣玻璃的

晶體結構組成。而義大利的學者 C. M. Carbonaro 則是利用可見光照射

來觀察 TiO2 從 Anatase 結構轉變成 Rutile 結構的相變化過程，他們利用

488nm 的可見光去照射在 Ti02 的奈米粉末上，報告中他們利用 HRTEM

與 Raman Spectroscopy 去觀測並量測其結構轉換的過程。此外，義大利

學者 Baricco 則介紹如何利用複合儲氫材料來解決能源與 CO2轉換的問

題，如鋰質固態儲氫材料等。第二天會議後則開始有壁報的解說；參展

壁報解說則是在下午舉行，壁報展大部份都是由各研究機構所貢獻，內

容則依領域不同而分開舉行，相關會議過程如圖三、四所示。 

這次前往法國參加一年一度的 ISMANAM 2015 會議，在這次會議

當中經由聆聽演講、閱讀研究成果壁報，以及與國外專家的交流中，瞭

解目前奈米材料與製作技術的最新進展，獲益良多，也獲得許多新的想

法，對本計畫有相當大的助益。此外與會的學術機構所發表的論文的特

色是作者利用各種零組件搭配實驗室常見的儀器，即可產生新的功能與

應用，如此的想法有助於本人研究發展的方向。並期望在未來應加強不



同研究領域的交流，如此才能激盪出創新的研究課題。 

 

圖三 會議演講情況 

 

圖四 海報展示狀況 

 

  



四、附錄-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