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柔性电子专题编者按

Preface to the special topic: Flexible electronics

引用信息 Citation: Acta Physica Sinica, 69, 170101 (2020)    DOI: 10.7498/aps.69.170101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7498/aps.69.170101

当期内容 View table of contents: http://wulixb.iphy.ac.cn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光学超构材料专题编者按

Preface to the special topic: Optical metamaterials

物理学报. 2020, 69(15): 150101   https://doi.org/10.7498/aps.69.150101

电介质材料和物理专题编者按

Preface to the special topic: Dielectric materials and physics

物理学报. 2020, 69(12): 120101   https://doi.org/10.7498/aps.69.120101

探索凝聚态中的马约拉纳粒子专题编者按

Preface to the special topic: Majorana in condensed matter

物理学报. 2020, 69(11): 110101   https://doi.org/10.7498/aps.69.110101

统计物理和复杂系统专题编者按

${suggestArticle.titleEn}

物理学报. 2020, 69(8): 080101   https://doi.org/10.7498/aps.69.080101

柔性压力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Sensing mechanisms and applications of flexible pressure sensors

物理学报. 2020, 69(17): 178102   https://doi.org/10.7498/aps.69.20200987

超薄柔性透射型超构材料吸收器

Ultrathin flexible transmission metamaterial absorber

物理学报. 2019, 68(8): 087802   https://doi.org/10.7498/aps.68.20182225

http://wulixb.iphy.ac.cn
https://doi.org/10.7498/aps.69.170101
http://wulixb.iphy.ac.cn
https://doi.org/10.7498/aps.69.150101
https://doi.org/10.7498/aps.69.120101
https://doi.org/10.7498/aps.69.110101
https://doi.org/10.7498/aps.69.080101
https://doi.org/10.7498/aps.69.20200987
https://doi.org/10.7498/aps.68.20182225


 

专题: 柔性电子

柔性电子专题编者按

DOI: 10.7498/aps.69.170101
 

柔性电子技术是利用柔性或可伸缩器件及其集成系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电子技术. 这种柔性
器件或系统是基于在柔性基底上集成大面积、大规模的不同材料和不同功能部件, 实现具有可变
形、重量轻和功能可重构的特点. 这种新技术可以像传统的刚性电子器件一样实现数据的采集、处
理、传输和显示. 基于其卓越的整合性, 可以实现“万物互联”, 为“物联网”提供强大的工具, 将给信
息、能源、医疗等领域带来应用革命. 该技术为医疗保健、环境监测、显示和人机交互、能源、通信和
无线互联网等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

柔性电子从广义上讲, 包括了柔性显示、柔性电子、柔性传感与柔性能源. 在柔性传感方面, 许
多智能化的检测设备已经大量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其应用早已渗透到诸如工业生产、海洋探
测、环境保护、医学诊断、生物工程、智能家居等方方面面. 针对特殊环境, 特别是人体健康参数的
测量需求, 普通传感器面临新的挑战. 新型传感器技术已向以下趋势发展: 开发新材料、新工艺和开
发新型传感器; 实现传感器的高灵敏度和稳定性, 同时实现优异的生物相容与可降解性能. 同时, 在
力学方面, 希望传感器具有透明、柔韧、延展、可自由弯曲甚至折叠、便于携带、可穿戴等特点. 随着
柔性基质材料的发展, 满足上述各类趋势特点的柔性传感器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此外, 柔性能源器件的制备是柔性电子器件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可穿戴电子器件的能源供给
问题目前仍亟待解决. 自驱动电子器件概念的提出, 为解决续航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基于摩擦起
电与静电感应耦合效应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具有成本低、选材广、柔性等特点, 可以收集人体的低频、
不规律能量并高效地转化为电能, 在可穿戴能源器件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另外, 在能源存储
方面, 柔性/可拉伸超级电容器由于具备尺寸小、结构多变、安全性高以及舒适度好等优点, 成为可
穿戴电子设备中供电单元的热门候选者之一. 与传统电容器、锂离子等相比, 超级电容器可以提供
更高的功率密度, 更快的充电速度, 以及更长的使用周期, 这些参数对于可穿戴电子的进一步优化
与发展至关重要.

柔性电子除具有强大的应用背景之外, 其独特的性质对材料与器件加工工艺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 这将是应用电子、物理、光学的新课题. 此外, 如何在柔性介观非有序的介质上, 实现可控力学、
声、光、电、磁的功能以及对新机制的描述与定量研究, 无疑将成为统计物理学、软介观物理学、材
料学的新挑战.

为让广大物理学工作者进一步了解该领域的进展, 我们邀请了国内若干活跃在该领域前沿的中
青年专家撰稿, 合成这样一期以短篇综述为主的专题, 较为全面和深入地介绍该领域已取得的部分
成果以及最新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 可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涉及柔性/可穿戴传感材料及
其器件的研究; 第二部分集中在柔性神经电子元器件的研究; 第三部分集中在柔性自驱动能源及其
储能器件方面的探索. 第一类研究包括: 1) 自驱动柔性生物医学传感器的研究进展; 2) 柔性压力传
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3) 蚕丝基可穿戴传感器的研究进展; 4)用于触觉感知的自供能可拉伸压电橡胶
皮肤电子器件; 5)柔性压力传感器. 第二类柔性电子元器件, 包括: 1)可拉伸导体的最新进展; 2)蛋
白质基忆阻器研究进展; 3)基于水热法制备三氧化钼纳米片的人工突触器件. 第三类研究的综述包
括: 1)可拉伸超级电容器的研究进展: 电极、电解质和器件; 2)基于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可穿戴能源
器件; 3)基于压电纳米发电机的柔性传感与能量存储器件; 4) 柔性纤维状超级电容器的研究进展.
希望这个专题能够为国内柔性电子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交流做一些贡献.

(客座编辑: 新加坡国立大学　刘向阳; 厦门大学　郭文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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