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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辐射诱导 C 6 0

聚合的扫描隧道显微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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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C 6。 ,

聚合
,

扫描隧道显微
,

紫外辐射

分类号 0 6 4 3

C
6 。

的聚合反应是近年来 C6
。

研究的热点
.

Y e re tz ian 等[lj 首先在质谱中观察到 了 C
6 。

在激

光作用下的聚合反应
,

我们也曾以激光真空溅射技术制备了丰富的 C
6 。

与 C
7 。

的聚合物图
.

进

一步研究还发现
,

C
6 。

在紫外光照射下也能聚合成膜 [s]
.

为更深入地了解 C6
。

的聚合过程
,

本文

以扫描隧道显微 (S T M )技术跟踪观察了 C
6。

在紫外光辐射下所发生的形态变化
.

1 实验部分

C
6。

吸附在 A u( 1 1 1) 面上时能够铺展成单分子层闭
.

因此
,

我们选择 A u( 1 1 1) 面作基

底
,

将 C
6。

配成一定浓度的甲苯溶液滴在金表面上
,

待甲苯挥发后制得 C
6。

的单分子层
.

实验

所用的紫外光源为氛灯
,

波长 1 90 一 4 00
n m

,

光强 0
.

5 m w
,

光束以石英透镜会聚于覆盖了

C
6。

的 A u (1 1 1) 面上
,

光斑直径 2一 3 m m
.

聚合反应以 S T M 进行原位跟踪观察
.

2 结果与讨论

图 1 的 S T M 图象反映了 C6
。

在紫外光辐射下的聚合过程
.

图 1 (A )是聚合反应前样品的

高分辨 S T M 图象
.

由图 1 (A )可见
,

吸附在金表面的 C6
。

分子有序排列
,

形成了均匀的单分子

层
.

增大 S T M 针尖电流
,

直至将该区间所吸附的 C 60 分子完全扫去
,

露出 A u( 1 1 1) 基底「图 1

(B ) ]
.

从图 1 (A )
、

图 1 (B )可以看出
,

C 60 分子的排列与 A u( 1 1 1) 面晶格的取向完全一致
.

图 1 (C )是在样品经紫外光辐射 2 m in 后所记录的 S T M 图象
,

可以看出其中的部分碳簇

已经增大
,

而且不再有序排列
,

说明 C
6 。

在紫外光辐射下已开始聚合
.

该图所附的 ab 方向的

高度图则勾勒出它们垂直剖面的轮廓
,

左边的是 C 60 分子
,

右边的则是聚合产物
,

它的直径明

显增大
,

但高度 (图中所显示的高度低于实际高度 )却变化不大
.

在图 1 (D )中
,

样品已经紫外

光辐射了约 4 m in
,

呈现出进一步聚合的趋势
.

为清晰起见
,

在记录图 1 (D )时增大了 S T M 的

针尖电流
,

扫去 了吸附在金表面的大部分物种 (主要是单个的 C6
。

分子 )
,

在 S T M 图象中仍能

观察到的应是 C6
。

的较大聚合物
,

它们在继续增大 S T M 针尖电流时依然可以扫掉
,

因此并不

是金面上的小金岛
.

图 1 (E )与(F )分别是在紫外光辐射 15 m in 与 35 m in 后记录的
,

可观察

到碳簇仍继续增大
,

最终联成完整的薄膜
,

但从薄膜上仍可依稀分辨出
“

簇
”

的轮廓
.

实验中
,

在扫开碳膜后
,

仍然可观测到平整的金面
,

所以同样排除了 S T M 观测到金基底台阶的可能

性
.

C
6。

聚合后的碳簇结构有两种可能
:

(1) 形成更大的多面封闭体
; (2) 参与聚合的C6

。

分子

间仅以若干外单键相连[l, 2〕
.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然支持前一种可能
,

但聚合形成的碳簇不再

具有 C
6。

原有的高对称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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