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系邀請新揚科技公司丘建華總經理4月28日上午10時蒞院演講「面對職場健康

態度」，地點在工綜館地下演講廳B03室。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演講者演講者演講者演講者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4444月月月月16161616日日日日    化工一教



（15：30） 甘霈 博士 台灣微脂體研發部經理 Drug Delivery System 
室 

4444月月月月16161616日日日日    

（15：30-17：20） 
扶正 

嘉鴻集團高港造船公司

副總經理 
臺灣遊艇 

工科海洋

系館221視

聽室 

4444月月月月18181818日日日日    

（14：20-17：20） 
劉英麟 教授 

中原大學化學工程學

系   
另行公布 

共同教室 

309 

4444月月月月21212121日日日日    

（10：00-12：00） 
陳正益 先生 

聯茂電子公司台灣廠技

術處副總經理 
另行公布 

工綜B03

室 

4444月月月月21212121日日日日    

（14：20-17：20） 
劉君愷 博士 工研院電子所經理 另行公布 

工綜B01

室 

4444月月月月23232323日日日日    

（15：30） 
陳韻如 博士 中研院基因體中心 另行公布 

化工一教

室 

4444月月月月23232323日日日日    

（15：30-17：20） 
許育誠 

全科公司綜電行銷企劃

總監 
全球船舶電子產業發展 

工科海洋

系館221視

聽室 

4444月月月月25252525日日日日    

（14：20-17：20） 
李魁然 教授 中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Interfacial polymerized 

polyamide composite 

membranes for 

pervaporation 

共同教室 

309 

4444月月月月28282828日日日日    

（14：20-17：20） 
陳志強 博士 中研院物理所副所長 Turbulent Drag Reduction 

and Degradation of DNA 

工綜B01

室 

4444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    

（15：30） 
劉應琳 小姐 

圖書館閱覽組工學院學

科館員 
圖書館資源介紹 

化工一教

室 

4444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    

（15：30-17：20） 
周正川 新必優資訊資訊長 如何開發全球化的資訊產品 

工科海洋

系館221視

聽室 

5555月月月月2222日日日日    

（14：20-17：20） 
邱方遒 教授 長庚大學 

Thermal Properties and 

Polymorphism of Some 

Crystalline-

Polymer/Organoclay 

Nanocomposites 

共同教室 

309 

5555月月月月5555日日日日    

（14：20-17：20） 
簡明溫 博士 工研院 車輛振動噪音技術 

工綜B01

室 

5555月月月月7777日日日日  

（15：30） 
王奕凱 教授 清華大學化工系 柴油之深度加氫脫硫 

化工一教

室 

5555月月月月7777日日日日    

（15：30-17：20） 
鍾裕亮 

工研院機械所 智慧系

統組經理 
清潔機器人之市場與產業分析 

工科海洋

系館221視

聽室 

5555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    李君浩 教授 臺大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Organic Light-emitting 

Device with Ambipolar 應力館國



（14：20-17：20） Emitting Layer 際會議廳 

5555月月月月12121212日日日日    

（10：00-12：00） 
侯傑騰 先生 

東和鋼鐵公司執行副總

經理 
另行公布 

工綜B03

室 

5555月月月月14141414日日日日    

（15：30） 
Dr Jin Guan 

Senior Scientist,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另行公布 
化工一教

室 

5555月月月月14141414日日日日    

（15：30-17：20） 
陳德揚 遠聯科技總經理 嵌入式軟體產品及應用 

工科海洋

系館221視

聽室 

  

 
 

        本院暨電資學院於97年3月17日與美國南加州大學工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未來

五年三方將透過交換學生計畫增進彼此知識與文化上的發展，並促進技術與教育上之交

流。 

  

 

 
 

 
 



  郭院士本身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國際品管學院院士及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亦

是著名的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管理團隊的重要成員，並曾任職於貝爾實驗室、德州農工大

學工程工學系主任及教授(1993-2000年)、及Wisenbaker講座教授及工程學院首席副院長 

( 2000-2003年)。 

  

 
 

 
 

 

工學院教師合影 



  

 

葛院長代表本院接受校長頒獎 

 

   本院96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辦理完竣，向校推薦「傑出教師」2名與「優良教

師」23名。教學傑出獎為工科系黃乾綱教授、應力所吳光鐘教授。教學優良獎為土木系

周家蓓教授、康仕仲教授，機械系施文彬教授、陳明新教授、盧中仁教授、蘇金佳教

授，化工系王勝仕教授、林祥泰教授、何國川教授，工科系丁肇隆教授，材料系薛人愷

教授、謝宗霖教授，土木所曾惠斌教授、曹壽民教授，機械所賴君亮教授、馬劍清教

授，化工所吳乃立教授，工科所王昭男教授，環工所李公哲教授、張能復教授，應力所

劉佩玲教授、胡文聰教授，醫工所黃義侑教授。 

  

 
 

1 
機械系陽毅平教授之研究成果「輪椅馬達驅動結構」獲頒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證

書 

2 
材料系段維新教授之研究成果「陶磁介電材料及其製備方法及卑金屬積層陶瓷

電容器」獲頒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證書 

3 
材料系黃坤祥教授之研究成果「燒結硬化粉末及其燒結體」獲頒德國及中華民

國發明專利證書 



4 
工業工程所王銘宗教授獲ERP學會研討會論文首獎「A Conceptual Model for e-

Logistics EIS Information Requirement Analysis」 

 

 

  光纖光柵感測器結合了許多的優點，如體積小、徑細質輕、不受電磁干擾、耐腐

蝕、易於埋入結構物、耐高溫及可建構為分布式多工監測網路等，適用於各種土木結構

物的應變與溫度監測。 

  

  本院土木系si425光纖應變測定儀是一台功能完善獨立的多感測器量測系統，它提供

高解析度及快速量測的功能，最多能同時量測4條光纖 以上的512個感測器。其內部先

進的雷射經特別設計能以最大250Hz頻率掃描感測器且能提供1~4個通道的選擇。使用者

可依需求設定所需的掃描頻率。 

 

  本儀器放置地點工綜館四樓427室，負責教授張國鎮主任 （Tel：3366-4256，E-

mail：ciekuo@ntu.edu.tw），技術人員陳俊仲 （Tel：3366-4278，E-mail：

jingochen@ntu.edu.tw）。 

  

 
 

 

通道功率準位視窗 感測器FFT視窗 



感測器波長視窗 波長列表視窗 

 

（為了促進院內老師對相互研究領域的了解，增加未來合作機會，工學院簡訊嘗試每期邀請大約3～5位相近

領域教授提供最近發表論文摘要刊登。如果您有研究成果願意與大家分享，亦隨時竭誠歡迎來稿。） 

 

 

  本篇發表文章係將非共軛之透明性高分子poly(methyl methacrylate)(PMMA)分別與下

列各種共軛高分子(Poly(fluorene) Derivative)：poly(9,9-dioctylfluoreny- 2,7-diyl)(PFO), poly

[2,7-(9,9-dihexylfluorene)-alt-5,8-quinoxaline](PFQ), poly[2,7- (9,9-dihexyl-fluorene)-alt-4,7-

(2,1,3-benzothiadiazole)](PFBT), poly[2,7-(9,9-dihexyl -fluorene)-alt-5,7- (thieno[3,4-b]pyrazine)]

(PFTP)進行雙成分混摻後，利用單軸靜電紡絲技術(Electrospinning, ES)製備出纖維直徑

(250~750 nm)之可發各種螢光光色的奈米纖維。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的觀察下，發現低比例PFO的PFO/PMMA奈米纖維中，PFO在纖維內形

成一非連續性且狀似纖維(fiber-like)的微相分離結構，而隨著PFO比例的提高，由於PFO

對於所使用的氯仿溶劑其溶解度較PMMA不好，因此在靜電紡絲製備過程中，待溶劑揮

發時，PFO會以較快的速度自組合而固化在纖維的中間位置，因而形成ㄧ種核殼型式

Core(PFO)-Shell(PMMA)的奈米纖維特殊結構。除此之外，在高倍率的場發射電子顯微鏡

(field-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觀察下，亦發現纖維表面充滿了奈米

孔洞(50~150nm)，而這些沿著纖維方向排列的孔洞是因為快速揮發的氯仿溶劑所造成。

在我們各項形態觀察的實驗中証實，利用靜電紡絲所製備而得的奈米纖維(ES fibers)，纖

維內的PFO微相分離尺度(phase-separated domains)為5~50nm，遠小於旋轉塗佈所得到薄膜

(spin-coating film)的PFO微相分離尺度，因此，PFO聚集程度較小的PFO/PMMA奈米纖維

具備較高的量子效率(photoluminescence efficiency)。本實驗室成功研發的此項技術，不但

能夠製備出具備高螢光效率的奈米纖維，藉由調控混摻不同種類的共軛高分子，可製備

出具有不同螢光光色的奈米纖維(如下列圖一所示)，未來預期可應用到多功能的感測或

光電元件。然此項研發技術乃國內首創，並與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有部分的相關合作進



行中，且其設計構想與發明技術已提出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專利申請。（陳文章陳文章陳文章陳文章教教教教授授授授 提

供 chenwc@ntu.edu.tw） 

  

 

圖一、靜電紡絲奈米纖維(ES fibers)的共軛聚焦顯微鏡(Two Photon Laser Confocal)與場

發 射 電 子 顯 微 鏡 (field-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 之 圖 示。(a) 

PFO/PMMA奈米纖維(藍光, 最大放射波長:443nm) (b) PFQ/PMMA奈米纖維(綠光, 最大放

射波長:483nm), (c) PFBT/PMMA奈米纖維(黃光, 最大放射波長:539nm), (d) PFTP/PMMA

奈米纖維(黃光, 最大放射波長:628nm)。 

 

  近十年來，隨著化學合成技術的進步，科學家已能合成出各種複雜的分子結構

(molecular architecture)以及二種單體以上的共聚合物，使得高分子共聚合物所形成的結構

型態與尺寸呈現了更加豐富與令人驚奇的面貌！舉例來說，這些共聚合物的發展，將原

先僅存在一種奈米尺寸等級的微結構，進而衍生出兩種不同尺寸等級同時存在的微結

構，也就是所謂的結構內有結構(structure-within-structure)。此二種等級尺寸同時存在的

結構特殊性，將材料的微小化更向前跨了一步，也意味著我們可以得到更嶄新的材料性

質，進而更有助於開發高分子在光電、生醫或其他功能性材料的潛力應用，為人類帶來

更多的社會福祉。 

  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均是利用「超分子化學」的概念，也就是在一般的AB嵌段共聚

合物中，將第三成份的短鏈段或小分子C接枝上其中的B塊狀，亦即A-block-(B-graft-C)線

性梳狀系統。其實不只是線性梳狀共聚合物會產生二種尺寸的等級結構內有結構，如果



我們將梳狀的部分換成BC交替(alternating)系統，同樣地來自於BC交替塊狀的不相容性

也應該會造成小尺寸的結構產生。截至目前為止，相關於A-block-(B-alt-C)線性交替塊狀

系統的結構研究，在實驗方面僅有日本名古屋大學的Matsushita研究群，而在理論研究方

面也只有荷蘭的ten Brinke以及晚學的研究群，和線性梳狀共聚合物系統比較起來，真是

少之又少! 

  本篇論文即運用了耗散粒子動力學(dissipative particle dynamics)來探究A-block- (B-alt-

C)線性交替塊狀系統的結構形成。我們成功地觀察到隨著組成的改變，所形成的一系列

結構內有結構的形態[如圖一所示]，這一部分的理論模擬結果，展現了線性─交替塊狀

共聚合物非常特殊的結構形成，與目前線性─梳狀共聚合物所形成的結構內有結構有所

不同，其分子排列情形也相當不同。另外，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當高分

子鏈愈來愈長時，由於BC交替塊狀的數目增加，因而在層內所形成的BC交替層狀數目

或者圓柱與球內所形成的BC交替同心層數也隨之增加(如圖二所示)。這個多層同心圓柱

或球的特殊結構讓我們想到了生醫方面的藥物釋放應用，因為我們合理地預期微胞內的

藥物釋放速率將會明顯受到同心圓柱或球內的交替層數之影響。（黃黃黃黃慶怡慶怡慶怡慶怡教教教教授授授授 提供 

chingih@ntu.edu.tw） 

  

 

圖一 圖二 

 

  電致變色是指當材料藉由電化學的氧化或還原的方式，使得材料在光學性質上產生

可逆變化的一種現象，也就是從原本中性狀態下的顏色，在氧化或是還原狀態時，產生

另一種顏色變化的一種現象。這種有趣的特性，可以用在很多科技上的應用(例如汽車

的後視鏡，廣告看板，電致變色的顯示器，以及一些變色材料的相關應用)。本實驗室

合成出一系列聚醯胺，有著非常穩定得變綠色和藍色的特性，有高對比的顏色變化，變

綠色時在波長430 nm、1035 nm分別有60 %和73 %的穿透度變化，變藍色時在波長850 nm

有86 %的穿透度變化，是很好的陽極變色材料。新穎的聚醯胺高分子化合物是由二胺，

N, N-bis(4-aminophenyl)-N', N'-di(4-methoxyphenyl)-1,4-phenylenediamine和各種不同的芳香族

二酸進行直接縮合反應而成。藉由導入推電子性的甲氧基在苯環的對位，不僅可以穩定



陽離子自由基，還可以降低氧化電位。這些陽極變色的聚醯胺材料也展現高穩定連續性

的變色特性，在綠色時的變色效能在第一次變色是285 cm2/C，在1000次時是269 

cm2/C)，藍色的變色效能在第一次變色是272 cm2/C，在1000次時是247 cm2/C)。這些材

料從原本中性狀態下是無色或淡黃色，藉由外加電壓從0.00到0.98 V變成綠色和藍色， 

再做完1000次的測試後，這些薄膜還是表現出極好的變色性質。（劉貴生劉貴生劉貴生劉貴生教教教教授授授授 提供 

gsliou@ntu.edu.tw）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聚醯胺塗怖在導電玻璃上的薄膜，在不同電壓下波長對穿透度的變化圖 (以濃度

為0.1 M TBAP CH
3
CN溶液當作電解質) 分別在 0.00(■)，0.55(●)， 0.60(▲)，0.65(▼)，

0.70(◆)，0.80(□)，0.85(○)，0.90(△)，and  0.98(▽)  (V  vs.  Ag/AgCl) 的 電 壓 下 進 行 實

驗。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 . . (a)電流的消耗量(b)電壓對吸收度的變化圖(以濃度為0.1 M TBAP CH
3
CN溶液當作

電解質)藉由外加電壓(0.00 V D 0.70 V， 0.00 V D 1.08 V)， (塗布面積： 1 cm2)，一個循
環時間為18s，進行1000次的測試。 

 

  本研究以氧化聚合法，在高溫下將EDOT和TEBS兩種單體和氧化劑Fe(OTs)3進行聚

合反應，合成具高導電度之共聚物薄膜，並探討反應組成與對成膜導電度的影響。

TEBS的側鏈為一帶有磺酸鈉的長碳鏈，在反應時形成較大的立體障礙，因而降低反應

速率。另外，TEBS的氧化電位比EDOT高，不利於摻雜進行。然而由共聚物導電物與

TEBS/EDOT莫耳數比關係圖可看出TEBS存在時，共聚物的導電度會上升。可能的原因

是反應在高溫進行時，PEDOT反應速率快，所以高分子薄膜一旦生成便立刻與溶劑分開

而產生相分離，使EDOT的表面形態較不均勻；加入TEBS後，反應速率減慢，使相分離

減緩，因而得到較均勻的共聚物薄膜。實驗結果顯示，當TEBS/EDOT的莫耳數比為0.2 



時，所得共聚物薄膜之導電度最高(170 S/cm)，較純PEDOT薄膜高出五倍。（邱文英邱文英邱文英邱文英教教教教

授授授授 提供 ycchiu@ntu.edu.tw）  

  

  

圖一 EDOT/TEBS共聚薄膜製備流程圖 

圖二 共聚物導電度與TEBS/EDOT 莫耳數比

關係圖 

圖三 共聚物薄膜的表面型態 (a) 純PEDOT (b) 

TEBS/EDOT=0.2 

 

  本研究利用異丙基丙烯醯胺單體，在進行無乳化劑乳化聚合時使蒙脫石脫層，藉以

製造聚異丙基丙烯醯胺/蒙脫石(PNIPAAm/MM)奈米複合材料。從圖(一)可以看見蒙脫石

幾乎完全脫層，每一片單層蒙脫石奈米片帶有約18000個陽離子，在強電解質溶液中會

解離，我們稱之為具兩度空間電解質的奈米片。利用聚異丙基丙烯醯胺/蒙脫石奈米複

合材料膠化0.5 M LiI/0.05 M I2/0.5 M TBP液態電解質，可提高離子導電度，當用來製造

膠態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時，所得到的光電流比單純用聚異丙基丙烯醯胺(PNIPAAm)膠

化的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高70%，太陽能電池效率也從3.1%提高到5.4%，如圖(2)所

示。 （林金福林金福林金福林金福教教教教授授授授 提供 kflin@ntu.edu.tw） 

 



  

  

  

 

圖一 PNIPAAm/MMT奈米複材TEM照片  
圖二  (—) PNIPAAm-膠化，和 (---) 

PNIPAAm/MMT-膠化太陽能電池的光電流

隨電壓變化特性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