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的限制 o未能使 ��ƒ � 向目标区定位 o妨碍了临

床应用 q

目前 o配合 ��ƒ � 应用的成像设备主要有 �超

及 ≤ ×≈tt  q实验发现 oz � �½的 �超探头 o能清晰地

即时显示 ��ƒ � 对肝部肿瘤的治疗效果 q∂ ¤̄ ¤̄±¦¬̈±

用 � 超发现≈tu  }��ƒ � 使治疗区产生了一高回声

点 o这表明高强度聚焦超声加热可伴空化发生 q新的

压电陶瓷的发明k如改进的钛酸铅陶瓷l使超声换能

器在同一元件上即具有成像能力 o也有高功率辐射

能力 q�¬«µ̄̈ 尝试用治疗探头的中心部位来进行定

位 !监视 o取得了满意的效果≈tv  q

w  结束语

通过大量的在体 !离体 !动物及人体试验 o高强

度聚焦超声用于肿瘤治疗的可行性已得到普遍认

同 q近年来 o��ƒ � 装置发展非常迅速 o除用于脑 !

肝 !肾部肿瘤治疗以外 o在前列腺增生及多囊卵巢并

发症治疗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tw otx  q河南及北

京等地的几家医院已从国外引入这方面的设备进行

临床应用 o但费用颇高 q上海交通大学是国内最早开

展此项研究的单位之一 o曾用不同聚焦声源对动物

进行过加热试验 o并对加热中的测温和控温理论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 q目前上海交通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及北京医科大学均在致力国产化 ��ƒ � 系列产品的

研制 o并已取得突破 q随着声学 !图像处理 !工程技术

及医学专家的共同努力 o最佳治疗参数k包括声源功

率 !辐照时间 !间歇时间等l将会确定 ~各个患者之间

治疗效果的一致性将得到改善 ~病人的安全将能得

到更好的保障 q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o这一技术会逐步

得到普及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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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学科新专业 ) ) ) 液晶器件物理 3

范  志  新
k河北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系  天津  vsstvsl

摘  要   世纪之交 o物理学科正面临着发展创新的机遇和挑战 q液晶物理学科正是物理学家们新的用武之地 ~液晶

器件物理专业正是适应信息显示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应运而生的前途无量的应用物理学科新专业 q几年来 o河北工业

大学应用物理系坚持液晶器件物理特色专业办学方向 o毕业生就业形势看好 o成为目前国内培养液晶产业工程师的

摇篮 q

关键词   应用物理学 o液晶物理 o液晶显示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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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ΙΘΥΙΔ ΧΡΨΣΤΑΛ ΔΕςΙΧΕ ΠΗΨΣΙΧΣ ΦΑΧΕΣ ΒΡΙΛΛΙΑΝΤ ΠΡ ΟΣΠΕΧΤΣ

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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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几何时 o大学里物理学科及应用物理学科专

业从辉煌到萎靡 o物理系排名下降 o毕业生就业难 o

使得物理学教育工作者为物理系及应用物理系的教

学培养计划制定了打基础 !素质教育 !宽口径 !适应

能力强等等方针 o不再搞专业划分过细 o强调就业后

的再培训 q其实 o适者生存 o适应现代信息显示产业

需要的液晶器件物理专业 o正是培养液晶行业工程

师的摇篮 o大有发展前途 q

t  液晶器件物理专业简介

在信息化的社会里 o人们对各种信息的接收方

式五花八门 q报刊印刷品 !电台广播和电视节目为我

们传播着信息 q不仅如此 o人们的生活中正随处可见

地应用着液晶显示技术k�≤⁄l获得信息 o那就是用

液晶显示的电子表 !计算器 !各种仪表 !传呼机 !移动

电话 !液晶电视 !笔记本电脑甚至电子游戏玩具等

等 q信息显示技术是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而迅速发

展的一门新技术分支学科 o这一先进的技术为人类

有效地扩展了自身的视觉能力 q随着液晶显示器件

生产和科研工作的日益发展 o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o

对液晶器件物理与实验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发展 q

�≤⁄是本世纪末最有发展活力的电子产品之一 o液

晶产业融合了物理光学 !电子学 !化学及精密机械等

复合性科技 o是巨额资金注入和高新技术密集型的

商机无限的产业 q

液晶器件物理的研究目标就是那些液晶显示器

件研制中的种种有趣而诱人的课题 o是液晶科学交

叉学科性的例证 o在检验与发展液晶物理理论 !新型

液晶显示器件的开发以及在液晶显示器制造的产品

设计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q这既包括应用液晶连续

体弹性理论和动力学理论模拟计算各种液晶显示过

程的电光特性 o也包括应用物理知识k力学 !电学 !光

学等l研究设计各种物理测试方法 q液晶盒表面处

理 !多畴液晶器件k为改善视角特性的措施l的光学

设计 !用铁电液晶无源矩阵代替薄膜晶体管k×ƒ×l

有源矩阵等是当前液晶显示技术原理研究的热门课

题 o需要探讨复杂流体的光学 !电学 !弹性和粘滞性

质 o这些正是软凝聚态物理的范畴≈t  q液晶学科是

物理学家们新的用武之地 o液晶器件物理专业是为

液晶行业培养工程师的摇篮 q

液晶器件物理专业属于应用物理学科 o主要学

科基础课程有普通物理学 !高等数学 !英语 !计算机

基础 !电子技术基础 !微机原理与应用 !理论物理学 !

固体物理学等 q主要专业特色课程有液晶物理学 !液

晶器件物理应用 !液晶器件物理实验 !液晶器件驱动

模块和液晶器件制造工艺等 q

u  液晶产业现状

t|yv年 o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威廉斯发现在向列

型液晶层上加上电压会使其变混浊 qt|y{ 年 o海尔

梅耳进一步研究了这种现象 o并研制成了液晶平板

显示器件 o开创了液晶显示k ¬̄́∏¬§¦µ¼¶·¤̄ §¬¶³̄¤¼ o

�≤⁄l应用的新纪元 qzs 年代以后 o液晶显示得到飞

速的发展 o先后实现了液晶大屏幕显示 !液晶彩色显

示 !激光寻址液晶光阀和便携式液晶电视 o从而使液

晶显示成为显示技术的优良方法 q世纪之交 o�≤⁄

技术的应用更是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长 q�≤⁄已经历

了第一代k用于计算器 !手表l !第二代k用于电子翻

译机 !游戏机 !家电设备 !测试仪器l !第三代k用于信

息社会的各种办公室自动化设备 !新型信息传递设

#|{y#u|卷 kusss年l tt期



备 o即个人电脑 !文字处理机 !移动电话 !便携式彩色

电视机等l q目前液晶显示器与阴极射线管显示k即

�≤⁄与 ≤ � ×l两大类产品 o在显示上已形成互补 !共

同发展的局面 o在产业上 �≤⁄将与 ≤ � × 并驾齐驱 q

液晶显示器件与其他类型的显示器件相比 o具

有很多优点 }ktl平面型显示 o体积小 o重量轻 o便于

携带 ~kul功耗低 o驱动电压低 o是有史以来的最省电

的平板显示技术 ~kvl寿命长 o一般在 x万小时以上 ~

kwl不含有害射线等 o对人体无害 o不易引起人眼的

疲劳 ~kxl被动显示 o不易被强光冲刷 o外界光越强 o

则显示越清晰 o可以在明亮环境下显示 ~kyl易于驱

动 o可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直接驱动 o是与运算半导体

集成电路在功率与电压上直接匹配的现代仪表 !计

算机的最佳搭档 o这也是其得到迅猛发展的原因 ~

kzl结构简单 o没有复杂的机械部分等 q

从世界范围来看 o液晶显示的先进技术在日本 !

韩国和我国台湾 o绝大部分的高档产品k液晶电视 !

便携式电脑等l出自这三方 q我国是中小尺寸中低档

液晶显示器件 × �p �≤⁄k扭曲向列相液晶显示器l

和 ≥× �p �≤⁄k大容量的超扭曲向列相液晶显示

器l的生产销售大国 o主要生产厂家在广东省各地 q

到 t||{年 o我国液晶产业职工人数超过 tzuss 人 o

产量超过 tsx1y 万平方米 o销售金额超过 v{ 亿

元≈u  q而到 t|||年 o中国液晶产业总投资累计约为

z亿美元 o在职职工人数超过 uszss 人 o工业总产值

为 ws1z亿元k见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专业

分会 usss年年鉴l q

我国液晶显示技术研究始于 t|y|年 o基本上是

与世界同时起步 q但是真正形成液晶显示产业则是

在 t|{s年之后 q目前较大规模的 �≤⁄厂商有无锡

夏普 !深圳辉开 !深圳天马 !深圳刚达 !东莞富相 !东

莞华泰 !汕尾信利 !汕头超声 !河源精电 !肇庆显邦 !

江门亿都 !惠州康惠和河北冀雅等 q

目前正在我国长春建设的 ×ƒ× p �≤⁄生产线

k用于膝上型电脑显示屏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

器l o是我国大陆第一条引进的日本 ⁄×�第一代

× ƒ× 生产线 q与此同时 o一些大企业集团相继宣布

投巨资建 × ƒ× p �≤⁄生产线 q这将结束中国大陆没

有 × ƒ× p �≤⁄生产线的历史 o对于推动我国 �≤⁄

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o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q

我国液晶产业 t|||年市场情况要比 t||{年的

好 o产品出口转旺 o国内市场上对液晶显示器的需求

加大 o过去不少 �≤⁄厂家产品基本上是出口的情况

发生了变化 q这几年国内市场对 �≤⁄的需求从品种

到数量都有明显增加 o今年液晶行业的效益普遍看

好 o订单猛增 o生产任务十分繁忙 q

我国液晶显示技术研究工作起步较早 qzs 年代

初 o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率先研

制出液晶显示屏 o但是 zs ) {s 年代由于 �≤⁄研究

未能列入国家科研攻关项目 o经费不足 o研究工作出

现了低潮 o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q只是到了

|s年代 o情况才有所改善 o�≤⁄相关机构发展到 ts

多家 o其中有南京 xx所国家平板显示工程研究开发

中心 !北京清华大学液晶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天津市

光电子显示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

北方液晶技术开发中心 q然而大部分企业的研究开

发力量仍然比较薄弱 o目前仅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设有液晶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q这些中心和

研究所现在开展的课题主要集中在 ≥× �p �≤⁄生

产相关技术 o以及部分 × ƒ× p �≤⁄基础性课题 q近

年来 o上述机构相继建立了一定规模的 �≤⁄试验

线 o因此他们的课题都更加注意大生产技术的研究 o

重视与 �≤⁄企业进行技术合作 o提供人才与技术支

持等 q

v  中国液晶产业人才培养与就业问题

液晶行业是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电子产业 q当

年在搞中国的电子工业和半导体工业时 o国内许多

大学都建立了固体物理专业和半导体专业 o为我国

的电子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q现在 o

液晶显示器行销于世已经近 vs年 o而我国更是液晶

显示器件生产销售大国 o我国的液晶产业从引进到

自行发展也已走过了近 us年的历程 o但是培养液晶

行业人才的大学却很少 o远不能满足液晶行业对人

才的需求 q现在国家教育部强调培养宽口径人才 o要

求办大物理专业 o不主张专业划分过细 o这样一来更

使得液晶器件物理专业本科生的培养出现供不应求

的局面 q

我国较早的液晶物理方向的研究生由清华大学

培养 o现在清华大学已经不培养液晶物理方向的人

才 q中国科学院长春精密光学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是

目前国内培养液晶物理和液晶器件物理方向的博士

生和硕士生的高水平人才的主要单位 o其培养的人

才并不外流 o国内其他液晶企业是无法得到的 q南京

东南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等

少数单位培养少量的几个液晶物理方向的硕士生或

博士生 o南开大学电子系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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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电子系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系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等少数单位培养电子显示工程方向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 o其专业方向也不以液晶显示技术为主 q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华东化工学院

等单位培养一些液晶化学合成方向的研究生 o全国

仅有河北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系一家在办液晶器件物

理方向的本科生专业≈v  q

中国液晶行业协会有会员单位 {s家左右 o北京

清华大学液晶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是液晶行业协会理

事长单位 o深圳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和南京 xx所是

副理事长单位 o这些单位为液晶行业培养了大批的

技术骨干力量 q中国液晶产业主要生产厂家分布在

广东省各地 o有十几家大中型企业 q现在中国液晶产

业的科研与生产方面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并不是学

液晶显示技术的 o都是从其他专业转向液晶显示器

件制作这行的 o是在就业后经过岗位培训而了解液

晶专业的 q而岗位培训也缺乏相当大学本科水平的

教材 o仅有只能算做初等入门读物的工艺性的资料 o

使得液晶显示器生产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理论水

平先天不足 o难以胜任进一步开发产品的工作 q一些

企业更是渴望要具有一定动手能力的研究生学历的

人才 o但是国内能培养此专业的硕士或博士的单位

本来就少 o而学成后又基本上出国留学或流失了 o使

企业得不到高水平的人才 q

由于液晶产业的迅速发展 o人才竞争十分激烈 o

员工流动性很大 q一些企业为争夺优秀的本科生 o逐

渐改变了到人才市场去找打工者的办法 o而到一些

大学中去招聘 o使得当前某些专业的本科生在液晶

产业的就业机会非常大 q液晶产业急需的人才是能

从事产品开发工作的液晶器件物理专业 !能从事液

晶模块k�≤ � l产品设计工作的电子专业 !计算机专

业和高分子化工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或研究生 q

w  我们是如何办液晶器件物理专业的

我们河北工业大学原基础部于 t|{w 年开始招

液晶物理方向研究生 o已经培养出十几届硕士生 o他

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液晶物理学科的教授或副

教授 o有些人已经担任了液晶企业的经理 q我们从

t||w年起成立应用物理系液晶器件物理本科专业 q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 o初步编写出了几门专业课的

特色教材 q我们建立了液晶测试实验室和液晶器件

制造工艺实验室 o在原有河北冀雅公司和电光电子

公司两个毕业实习基地的基础上 o近来又与广东东

莞富相电子厂进行了厂校合作 o成为富相电子厂人

才培养基地 q

广东省很多液晶显示器生产厂家的人事部门负

责人都表示愿意接收我系的毕业生 o以求生产工艺

岗位上的技术员相对稳定与有较好的液晶器件物理

理论基础来进行产品开发 q我系办的这个珍贵的冷

门专业 o是培养液晶行业工程师的摇篮 q由于学生数

量少 o加上部分学生出于各种原因而自谋职业 o能到

液晶产业就业的真是供不应求 q我系 t||{年毕业生

us人 o{人考取研究生 ox 人到液晶产业就业 qt|||

年毕业生 us人 oy人考取研究生 ox人到液晶产业就

业 qusss年毕业生 t|人 ox人考取研究生 ox人到液

晶产业就业 q在液晶行业效益普遍很好 o人才竞争激

烈的情况下 o我们的液晶器件物理专业肯定是会大

有作为的 q

我系 t|||年招 vs名本科生 oz 名研究生 qusss

年我们扩大本科生招生数量为 ys 名 o录取硕士生

ts名 q我们也应 �≤⁄产业青年员工的要求 o计划在

企业中设立液晶器件物理方向硕士研究生函授班和

液晶器件物理专业专升本函授班 q这样我们会为液

晶产业培养人才和提高员工素质作出更大的贡献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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