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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原子团簇的化学与物理

”
通过验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原子团簇的化学与物理
”

验收会议于 2 0 0 2 年 n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北

京举行
.

该重大项 目由厦门大学郑兰荪教授
、

南京大学王广厚教授和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孔繁敖研究员

共同主持
.

评审专家组在听取 了该项 目的结题报告的基础上
,

经认真讨论
,

认为该项 目在 团簇科学研究方

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总体上达到 了预定的研究目标
,

完成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工作
.

( 1) 在设计
、

合成和表征特殊团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

例如
,

合成 了迄今为止具有 O h 对称性
、

容

量最大的纳米金属超分子笼 [ N i s ( t p s t ) s e l l : ]
,

制备了具有纳米孔洞的二维聚合物 [ A g Z ( b p s b ) 3 ( e lq ) : 〕
。

和一

维筒状聚合物等
.

( 2) 以团簇为基元或前驱物制备了系列纳米线和纳米膜
,

研究了光致发光
、

红外吸收和 R a m an 振动特

性
.

理论上揭示了纳米金丝由原子链向多壁结构和 晶态转变的规律
.

( 3) 合成了一大批各种形状簇合物
,

富勒烯氯化物
、

包合物和衍生物
.

探讨了在氯存在的情况下
,

q 。

形成的机理 ; 理论上预言存在碳笼加成物 C 6。
马 的 c : v 异构体和光谱

,

并被 国外 的的实验工作证实和引

用 ; 观察到 oC G el 。幻数团簇
,

并在理论上给出了其可能的稳定结构
.

( 4) 制备出内嵌于玻璃 微腔 中半导体 C d s eS 量子 点
,

并 在室温下观察到其激射行为
,

发光 Q 值达

1 7 9 ;0 提 出半导体纤锌矿团簇中的球张量计算方法
.

在项 目执行过程中
,

该项 目组建立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团簇 实验装置
,

如
“

超声分子束载带激光溅射反

射式质谱和光电子能谱系统
” ,

自行设计和研制的
“

超高真空多功能团簇束流和多层膜组合系统
”

等
,

为深

入研究团簇的结构和性质打下了基础
.

项目组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
.

在基金重大项 目的资助下
,

举办了 2 0 0 2 年
“

团簇科学和纳米技术国

际研讨会
” ; 争取到了 2 0 0 4 年第 12 届小颗粒与无机 团簇国际系列会议 ( IS SPI C

一

1 2) 在中国举行
.

这些均

表 明我国团簇研究的国际地位有了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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