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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們 

本協會非常歡迎國內外各大產業界與相關公司企業加入本協會成為永久會員，也歡迎企業、學

術界的個人加入會員，會員享有極多優惠，並可獲得鍍膜科技之最新資訊與相關研討會訊息，

若有問題請與本協會秘書  高小姐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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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恭賀本會副理事長丁志明教授接任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系主任 

恭賀本會祕書長郭俞麟教授獲邀擔任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期刊編輯 

恭賀本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委員林麗瓊教授當選國立台灣大學凝態中心主任 

 

2012 真空鍍膜技術產學媒合巡迴論壇活動報導 

圓滿順利 
於電子、半導體在工業領域上，對使用的產品基材表面上可以提供或增強特定性質，如硬度、導電、絕緣、光學、EMI 等、需於基

材表面上進行鍍膜程序，稱為薄膜沈積程序。而製備方法可分為氣相沈積法、化學氧化法、離子注入法、高溫擴散法、電鍍法等，其

中氣相沈積法可分為物理氣相沉積法和化學氣相沉積法，這些技術基本上要處於真空環境下進行，稱為真空鍍膜技術。而真空鍍膜技

術可應用於產業界，如傳統連接器製造、封裝技術、航太工業、半導體工業、液晶顯示技術等，相對於傳統製程如電鍍對於環境的危

害，真空鍍膜技術更可符合環保規範，所以被廣泛認為最具效益之薄膜沈積技術，本論壇在北中南三區舉辦，達成產學媒合論壇成效。 

 

本次產學媒合巡迴論壇活動照片如下： 

北區舉辦地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中區舉辦地點：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南區舉辦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由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seinterface.cgi?word=%D1%F5%BB%AF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seinterface.cgi?word=%BB%AF%D1%A7%C6%F8%CF%E0%B3%C1%B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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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兩岸等離子體科學與技術及應用研討會活動報導

---------------------------------------------------------------------------------- 

圓滿順利 

           本會理事長朱瑾教授與學會會員等參加由廈門大學與台盟中央共同於 2012 年 05 月 13 日共同舉辦，福建省等離子體與

磁共振研究重點實驗與台盟廈門市委員會共同承辦之兩岸等離子體科學與技術及應用研討會。該研討會目的是為了兩岸等

離子體研究領域人員提供交流平台，以促進兩岸等離子體研究發展與合作。本次會議包含聚變等離子体、等離子體應用、

等離子體熱點及等離子體诊斷。 

本次研討會活動照片如下： 

 

       

 

國內外會議資訊 

------------------------------------------------------------------------------------ 

2012  11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25th Symposium on Plasma Science for Materials 

舉辦日期： 2012 年 10 月 2 日 至 10 月 5 日 

贊助單位:：(JSPS)日本學術振興會  

舉辦地點：日本京都大學 

研討會議題： 

日期 身份別 費用(USD) 

8/31 前報名 

費用(USD) 

8/31-9/01 報名 

研討會內容及報名方式 

10/02-05 一般人士 450 550 研討會主題: 

A. 重要議題 

1. 綠能創新議題 

2. 生命創新議題 

3. 科技報告議題 

B   一般議題 

 學生 150 200 說明： 

稿件截止日：6/11 

受理公告日：6/29 

受理報名截止日：８/31 

附註：現場報名者必需以日幣現金方式繳交給贊助單位 

聯絡方式：承辦人 Masaru Hori (Nagoya University)  

Plasma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Nagoya University C3-1(631) 

Chikusa, Nagoya 464-8603 Japan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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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apcpst@apcpst2012.org 

晚宴費用： 

晚宴日期 身份別 費用(USD) 

10/04 一般人士 50 

 學生 30 

 

------------------------------------------------------------------------------------ 

2012 台灣鍍膜科技協會年會暨國科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 

舉辦日期：2012 年 11/09-11/10      

舉辦地點：明志科技大學(第二教學大樓) 

論文發表議題： 

１. 永續能源相關鍍膜 

２. 前瞻應用奈米結構與薄膜 

３. 光電及半導體薄膜 

４. 硬質薄膜 

５. 生醫薄膜 

重要日期： 

摘要截止日期：2012/07/20 

研討會聯絡人：廖淑娟 研究員 

明志科技大學 薄膜科技與應用中心  

網址：http://tact2012.conf.tw/ 

電話：02-2908-9899#4479 

E-mail：scliao@mail.mcut.edu.tw 

台灣鍍膜科技協會秘書：高子緩 小姐 

電話：02-2733-7927 

------------------------------------------------------------------------------------ 

2013 TACT International Thin Films Conference 

舉辦日期：2013 年 10/05-10/09       

舉辦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討論議題： 

１. Coatings for sustainable energy 

２. Nanostructured and nanocomposite coatings  

３. Optical, optoelectronic and dielectric coatings 

４. Tribological and protective coatings 

５. Biological coatings 

６. General subjects related to thin films and coatings 

重要日期： 

摘要投稿日期：2012/12/10 

摘要截止日期：2013/05/17 

mailto:apcpst@apcpst2012.org
http://tact2012.conf.tw/
mailto:scliao@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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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鳥報名日期：2013/08/26 

全文投稿截止日期：2013/08/27  

The special issues in “Thin Solid Films”and “Surface coating & 

Technology”are planned.  

聯絡方式: 

E-mail：surftek2@ms45.hinet.net 

Tel & Fax +886-2-27337924 

網址：www.tact.org.tw 

    

 

 

 

 

 

 

 

 

 

 

 

 

 

 

 

 

 

 

 

 

 

 

 

mailto:surftek2@ms45.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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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鍍膜報導介紹 

張奇龍教授-明道大學表面工程研究中心喬遷落成  促進產學合作研發 

以真空鍍膜科技研究為目標的明道大學表面工程研究中心，今天（4 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順利喬遷，進駐綠色能源研發中心。

明道校長陳世雄、應用科學院院長張冀青、中心主任張奇龍等人共同揭牌。明道校長陳世雄期許表面工程研究中心面對新環境、有

新氣象，發展更卓越的學術研究成果與提升產學研發價值。 

明道大學表面工程研究中心佔地約 54.75 坪，主要規劃為主任辦公室、行政人員辦公室及會議室使用，中心內規劃為前處理室、

鍍膜製程室、檢測區、包裝區、機房。該鍍膜製程室擁有產業界生產線等級之設備，是目前國內學術單位少數擁有此一具生產等級

的中心規劃。同時，更擁有高階薄膜分析儀器 （高解析電子顯微鏡、高解析 X 光繞射儀、高溫/常溫磨耗試驗機、附著力試驗機等）。 

表面工程研究中心（Surface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簡稱 SERC），自 2004 年開始整合校內相關人才，包含材料、

能源、光電、資訊與設計領域專長師資等研發能量，發展各項表面工程、真空電漿製程、真空鍍膜技術與系統整合設備儀器，可提

供完整技術培育之環境，發展產學合作、技術移轉與設備儀器產業化，亦提供標準鍍膜廠生產線規劃設計案、相關企業技術諮詢或

執行企業委託研究案、相關企業技術提升與系統整合委託計畫案、學校及相關企業之人才教育訓練等服務，中心目前已開發各種刀、

模具和機械零組件上被覆處理之多種超硬陶瓷薄膜製程技術、最新高階工業化真空鍍膜製程設備與關鍵真空鍍膜儀器組件，可應用

在不同的領域，達到耐磨損、耐氧化、增加潤滑、改善外觀等多重目的，提升鍍件之經濟效益，適用行業包括精密機械加工製造業、

食品製造工業 、塑膠射出加工業、光電及半導體 IC 封裝業、航太業、醫療器材和民生衛浴用品。 

4 日出席中心揭牌儀式的貴賓，除了明道大學校長陳世雄，還有應用科學院院長張冀青、台灣鍍膜科技協會理事長朱瑾、永源

科技股粉有限公司劉憲政董事長、神匠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吳文雄經理等人。 

陳世雄校長肯定表面工程研究中心過去努力的成果，陳校長表示，表面工程研究中心是校方非常重視的研究單位，希望在喬遷

之後，善加利用新穎的空間與儀器設施，激發研究團隊有更多新的想法跟創意，發展出更多前瞻的技術，並為校方提升更高的學術

領先地位與產學研發的創造價值。 

表面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張奇龍指出，該中心最初以一般實驗室的規模從事學術研究，在不斷開發新薄膜材料，製程創新與鍍膜

設備的產業應用精進下，加上與產業界密切的合作與技術轉移，進而擴大建置為表面工程研究中心，並在校方大量資源投入下，順

利進駐到綠色能源研發中心之空間，在此新穎完善的空間下將更有利於該中心之產學研的發展，在此也表示對校方的感謝之意。 

張奇龍主任進一步表示，該中心在真空鍍膜研究方面皆擁有相當堅強的研究團隊與研發能量，而目前身處地球村，技術更與國

際接軌，且真空鍍膜技術更是歐盟科研單位極力鑽研的重要工業應用領域之一。該中心在製程技術與設備開發上已獲國內外產業界

認可，加上喬遷後所建立的標準示範廠區，將可提供產學研更務實的標準，並提供教師在教學上讓學生實務的學習經驗，建立學用

接軌的學習模式，此也更展現明道大學對學生學習效果之重視不遺餘力。 

 

      
揭牌儀式                                     鍍膜設備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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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鍍膜報導介紹 

施劭儒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Mail: shao-ju.shih@mail.ntust.edu.tw 

今年於厚膜製程中，噴霧裂解法(Spray Pyrolysis)打敗傳統固態反應製程(Conventional Solid-State Process)及溶膠凝膠法

(Sol-Gel Method)脫穎而出。主要原因為雖然傳統固態製程可以量產，但是此製程對於純度及成分控制薄弱；而雖然溶膠凝膠法可

以準確控制材料化學成分及純度，但是其批次製程缺乏大量生產工業化的潛力。而噴霧熱解法的優點在於常壓下就可進行連續式的

製程，將析出、熱解及燒結合併，直接製造化學成分均一的顆粒[1]；而理想的則有結合固態反應量產及溶膠凝膠法精準控制化學

成分的優點。圖一為噴霧裂解設備之示意圖。噴霧熱解設備包括超音波液滴產生器  (Ultrasonic Generator)、管狀爐(Tube 

Furnace)、冷卻水(Cooling water)、濾紙(Filter)和抽氣幫浦(Pump)等等。將配製好的先驅物溶液，經由超音波液滴產生器造霧形

成細小液滴，將氣流通往裝有石英管之三區段控溫管型加熱爐，當含有先驅物溶液之液滴通過石英管後經過溶劑蒸發、溶質過飽和

析出、熱解與氧化反應後，即可以靜電集塵器收集粉體。顆粒的化學成分取決於先驅物溶液的配製，利用此技術可以很容易的控制

顆粒中化學計量比，此技術可製備許多材料包含：金屬顆粒[2]、非氧化物陶瓷顆粒[3]及複合顆粒[4]。此外噴霧熱解技術也可以藉

由改變不同前驅物或溶劑，來生成不同形貌的顆粒，如圖二所示[5]。而此技術也已經被應用於氣體感測器(詳見圖三)[6]及固態氧化

物燃料的電解質[7]。由以上介紹可知噴霧裂解法於厚膜產業上應用將日益重要 

            

圖一、噴霧熱解法設備示意圖。[8]                              圖二、噴霧熱解法制備出不同形貌之氧化物顆粒示意圖。[5] 

 

 

圖三、氧化鋯摻雜二氧化鈰粒為基底之(a)含 OMM(b)包含 OMM 及 TCM 材料之氧氣感測器。 (OMM 及 TCM 分別代表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Measurement Materials 及 Temperature Compensating Materials)。[6] 

 

 

 

mailto:shao-ju.shih@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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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廠商介紹 

優貝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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