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English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邮箱 旧版回顾 

 

首页 > 科技动态 

全色显示纳米材料全新描绘彩色世界 

  1月19日，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在《自然·纳米技术》发表论

文，介绍他们开创性地设计并制备出的一种全色显示纳米材料，可在不同红外激光脉冲的激发下，发出颜色连

续可调的全色域可见光，表现出发光颜色的刺激响应性。  

  该研究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传统的发光材料受限于

固定波段、单一颜色发光，运用最广的二维彩色显示系统，需要通过调控红、绿、蓝三种发光材料的颜色通道

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得到彩色显示效果，对加工工艺以及器件稳定性都有很高的要求，也限制了显示器分

辨率的进一步提高。 

  新开发的透明无机纳米材料可以“全色”发光，不需要独立的红、绿、蓝三基色，每个纳米颗粒就是一个

像素点，直接把分辨率提高到纳米级。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些在可见光条件下透明的纳米颗粒均匀分散在三维

空间中。通过肉眼不可见激光的激发和调制，纳米颗粒可以发出多种不同颜色的可见光，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真实立体彩色显示，并在空间三个维度都达到纳米级的极限分辨率，突破了传统显示方法，为立体显示技术

提供了一条革命性的思路和途径。 

  该项研究的另一位负责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刘小钢教授指出，在吸收近红外光后，处于内层的离子发射蓝

光，外层的离子发射红光或绿光。整个核壳结构的平均尺寸仅为30—40纳米。 

  目前，研究人员已使用此技术在含有该类纳米材料的透明基板中画出彩色的三维图形，可用裸眼直接观

察。 

  参与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洪明辉教授表示，该技术在生物检测和防伪，特别是货币和文件防伪等方面具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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