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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团簇二维人造晶格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纳米团簇由几个到几十个原子组成
,

原子尺度上的尺寸涨落或局域的排列非周期性都将导致其性质的

戏剧性变化
.

制备大小均匀且具有严格空间周期分布的纳米团簇阵列是许多科技人员多少年来努力的方向
.

过去的研究发现
,

包含特殊个数 (幻数 )原子的团簇具有显著的稳定性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表面物理实

验室薛其坤和贾金锋领导的研究小组巧妙地把这种稳定性和周期纳米模板相结合而使制备首次获得成功
.

薛其坤等人制备了高度有序的 iS ( 1 1 1 )
一

7 x 7 清洁表面
,

并以此为模板
,

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将金属原子

蒸发在上面
.

实验中模板表面温度要保持在 10 0 至 2 00 ℃之间
,

金属原子的蒸发速率控制在每分钟约为百分

之几个原子单层
.

原位扫描隧道显微镜观察表 明
,

在 1
.

s m m x 4 m m 的范围可以形成约 1 01 ’ 个均匀的金属纳

米团簇
,

每一团簇座落于硅晶体表面二维晶格单胞的某个确定位置上形成有序结构
.

实验表 明
,

用这种方

法可以精确地控制团簇的大小
、

组分及其晶格的类型
,

可用于 nI
,

G a ,

iA
,

M n ,

A g 等多种金属及其合金

的纳米团簇两维人造晶格的制备
,

晶格结构的热稳定性均在 2 50 ℃ 以上 (最高达 5 50 ℃ )
.

将会在纳米电子

学
、

超高密度信息存储
、

纳米催化
、

量子计算和信息处理等方面有潜在的重要应用价值
.

薛其坤等还与美国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张绳百博士
、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张振宇博士 以及加拿大国家研

究局的李志强博士合作
,

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 /谱和第一性原理总能量计算
,

确定了金属 nI 团簇 的原子结

构
,

澄清了周期点阵的稳定性及形成原因
.

这是 目前为止表面上团簇的第一个令人信服 的原子结构模型
.

它对理解其电子结构
、

建立宏观物性和微结构关系以及发现新的效应奠定了基础
.

该项工作先后在《P h y s i e a l R e v i e w L e t t e r s》
,

《p h y s i e a l R e v i e w B》和 《A p p li e d p h y s i e s L e t t e r s》等期刊发表
,

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
.

先后被美国物理学会 《p h y s i e a l R e v i e w F o e u s》以
“ T h e M a g i e o f N a n o e l u s t e r s ”

为题和美国《s e i e n e e N e w s》以
“
s o w in g N e a t R o w s o f s e e d s o n S il i e o n

”

为题做了专门介绍
.

英国 《N a t u r e 》杂

志出版集团的 ( N
a t u r e

一 P h y s i e S p o r t a l》
,

(N
a t u r e

一 M a t e r i a l s U p d a t e 》
、

美国 《M R S B u l l e t in 》
、

英国 《E le e t r o n i e

E n g i n e e r i n g T im e s》
、

美国《 In fo r m a t io n S a t e ll i t t e》等多种杂志和媒体也对该项成果及其可能的应用前景进行

了报道和介绍
.

该小组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

小组负责人之一薛其坤研究员是 1 9 9 6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海外合作者中张振宇博士也是 1 9 9 9 年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得

者
.

该研究小组隶属的研究集体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

的资助
,

群体负

责人之一王恩哥研究员是 1 9 9 5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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