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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可调的硅锗合金纳米晶体的研究进展 

编辑：admin 日期：2009-07-01 09:09 访问次数：336

长期以来，纳米晶体（通常指晶态纳米颗粒）研究集中在尺寸调控对纳米晶体性质的影响，如在量子限域效应作用下，通
过减小尺寸可以使半导体纳米晶体的禁带宽度变大。 

最近，通过纳米晶体成分调控拓宽纳米晶体性能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热点。例如，通过在纳米晶体的生长过程中引入特定杂
质的纳米晶体掺杂（doping）技术，可以显著地改变纳米晶体电学、光学或磁学性能。此外，也可通过合金化（alloying）这类重
要的成分和性能调控技术，对纳米晶体成分进行大范围的调控。现在已经能够通过掺杂技术或合金化技术对离子键型的半导体
纳米晶体（如II-VI族纳米晶体）成分进行调控，这主要得益于可利用湿化学方法制得不依赖于特定媒质（freestanding）的离子键
型II-VI族半导体纳米晶体（通常呈粉末状）。 

四族半导体纳米晶体一般很难通过湿化学方法合成，发展四族半导体纳米晶体的成分调控制备技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
利用冷等离子体实现对硅纳米晶体的掺杂制备（Applied Physics Letters，92，2008，123102）之后，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皮孝东博士等人最近采用冷等离子体成功合成了硅锗合金纳米晶体。研究中，需要确认所制备的纳米颗粒是合金化的结
构，而不是几种纳米颗粒简单物理混合，或者类似核-壳结构的复合结构。皮孝东博士等人通过元素分析、傅立叶红外吸收光谱
和拉曼光谱测试，证明了利用冷等离子体法可以合成组分可调的硅锗合金纳米颗粒，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今年出版的Nanotechnol
ogy期刊上（20，2009，295602）。 

英国物理协会主办的著名纳米科技网站Nanotechweb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了专门报道，认为硅锗合金纳米颗粒的成功制备有利
于拓展四族纳米晶体在微电子、光电子、光伏和热电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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