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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应用功能的新体系和新研究方法
,

是

当代电化学与其他学科实现交叉及电化学本身发展

的二个主要研究方向〔‘一〕
。 “

九五
”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

新型纳米结构电极体系的界面结构和

性能
” ,

正是遵循电化学的主要方向
,

以新型材料或

结构
、

尤其是纳米结构制备电极∃包括表面增强光学

电极
、

过渡金属薄膜和表面合金电极
、

纳米结构半导

体膜电极
、

电活性表面团簇电极 −∗ 利用电化学现场

谱学和空间分辨技术等研究并揭示它们的特殊效

应
、

功能
,

在分子
、

原子层次和纳米层次上探索相应

的机制
。

本项 目由厦门大学化学系林仲华教授主持
,

田

中群教授
、

孙世刚教授和毛秉伟教授参加
。

经过项

目组全体成员 年的努力
,

专家评审组认为项 目组

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研究 内容
,

达到预定的研究 目

标
。

部分研究成果居 国际领先水平
。

主要研究成果

∀

& 利用固. 液界面揭示材料
、

尤其是纳米材料重

要的新效应

发现吸附物种∃如 /0
,

/1
一 ,

2/1
一 ,

氨基酸分子

等−在铂族金属和合金的二维纳米膜或团聚非限域

纳米粒子给出异常红外效应 ∃34 56 − ∗在限域纳米粒

子或分散非限域纳米或较薄的表面纳米结构层给出

增强红外吸收效应 ∃6 45 3 − ∗而介于这两种纳米结构

之间存在过渡效应 73 10
。

所谓异常红外效应指吸

附物种的红外光谱具有以下特征
8
∃9− 谱峰方向倒反

∃反吸收 − ∗ ∃− 谱峰强度显著增强 ∃增强吸收 − ∗ ∃ − 谱

峰宽度增加∃能级离散 −∗ 红外吸收光谱只具有 ∃ −
、

∃ − 二特征者
,

则称增强红外吸收效应
。

而同时具有

吸收和反吸收特征者称 7310 效应
。

这些效应与纳

米膜的化学性质 ∃铂族金属和合金 −
、

膜的结构和厚

度
、

吸附分子的成键方式和溶液酸碱性紧密相关
。

在固 . 气界面也发现上述效应
。

显然
,

增强红外吸收

与项 目组发现的异常红外效应同源于材料的纳米尺

寸效应
。

探索和发展了多种适用于现场表面拉曼光谱研

究的过渡金属电极∃特别是 5:
,

5
,

7;
,

/。−表面粗糙

方法
,

将表面增强拉曼散射 ∃2652 −扩展到过渡金

属
,

同时开展了相关的电化学吸附与电化学拉曼光

谱的量子化学计算
,

理论计算可较好地解释有关实

验结果 ∗发展有关 26 52 机理模型
,

并建立对应的计

算程序
,

从理论计算和实验研究过渡金属 26 52 机

理
,

证实大多数的过渡金属 电极表面的 2652 同时

来源于电磁增强 ∃6< −机理和 电荷传递 ∃/=− 机理的

共同贡献
,

表面增强因子有 个数量级
,

其中 6<

贡献 &一 个数量级
。

在将 26 >2 扩展到过渡金属基

础上
,

通过 阳极氧化铝模板制备有序
、

尺寸可控

∃&)一 9?? ≅ΑΒ −
、

分布狭窄的 ;Α 、

3 Α 、

纯
、

1Χ
、

;。
、

凡 等有

序纳米线阵列
,

获得吸附分子在这些金属纳米棒

∃线 −阵列上高质量的 2652 谱
,

提供了 26 52 机理研

究的物理模型
。

同时
,

通过比较分子探针在金属纳

米线与本体吸附的 2652 信号差异 ∃频率
、

强度 −
,

发

展利用 265Δ 表征纳米材料特殊性质的新技术
。

与金属有可比拟 的电子导 电性
、

但其能带结构

及导电机理又很不相同的导电聚合物
,

其电子结构

和导电机理
,

基本上是依靠物理学实验事实为基础

建立的
。

项 目组利用光电化学方法
,

证实了导电态

本文于 ∃Ε−  年  月 , 日收到



 (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Ε− 年

聚苯胺的电子结构和导电机理理论模型
。

导电聚苯

胺的禁带宽度约为  一; Φ
,

在禁带中存在极化子能

带
,

其导电机理形象地用颗粒金属岛模型描述
,

即极

化子晶格形成三维金属岛
,

许多金 属岛被绝缘母体

∃半导体−包围
,

在外电场驱动下电荷在金属岛间通

过隧道效应传导
。

在金属包覆半导体的体系
,

若金

属存在光发射
,

则将出现内光电发射
,

项目组利用溶

液中的可逆电对来捕捉
“

金属岛
”

发射的光生电子
Γ

空穴
,

发现光电流转换效率的二分之一次方与激发

光子能量成线性关系
,

服从 5
, Η 9;≅ 定律

,

定量求出极

化子能带位置和禁带宽度
,

证实了上述模型的合理

性
。

并在内光电发射效应基础上提出导电聚苯胺的

光电化学模型
,

解释了导 电聚苯胺只产生亚带光 电

流
,

既可产生阳极光电流又可产生 阴极光电流 的原

因及光电流的电位依赖性
。

项 目组还发现
,

导 电聚

合物分子对纳米半导体光致发光有增强效应
,

即
,

ΙΒ 0 纳米微粒
一

聚苯胺膜中的 ΙΒ ? 发光强度比 Ι Β ?

纳米微粒膜增强 & 倍
,

氧化铝模板中 ΙΒ ? 一
聚苯胺

同轴纳米线阵列 的 ΙΒ ? 发光强度比模板中 ΙΒ0 纳

米线列阵增强约 &,, 倍
。

项 目组提出聚苯胺光生电

子空穴转移机理模型解释发光增强效应
。

∀

建立用电沉积原理制备具有纳米结构的新方

法

利用金属表面的重构线骨架对表面吸附原子扩

散的限制
,

以及 2Β 一

3 Α
相互作用仅略微大 于 2Β

一

2Β

相互作用
,

即利用基底表面因重构而造成的几何和

电子结构微弱差异将引起电沉积行为的显著不同
,

在重构 3Α∃ & &&− 电沉积尺寸约束和各向异性生长二

维 2Β 原子簇
,

这一结果显然不同于传统欠电位沉积

理论中关于金属吸附原子有序结构的描述
,

并且这

种尺寸约束 二维原子簇有可能获得特殊 的催化活

性
。

3 Α
在与 3 Α

原 子结合能小的高序热解石墨

∃ϑ 0邢 −电沉积将遵循三 维岛生 长模型 ∃Φ ? 9Β 9; ≅ Γ

服Κ −
,

在大的过电位下
,

通过调控电极 电位
、

离子浓

度及离子特性吸附等实验条件以控制表面的扩散行

为
,

可在 ϑ0咒上构筑几何形状
、

尺度 ∃
一 9?? ≅ΑΒ −及

排布可控的 3 Α
纳米微粒

。

已发现此类 3 Α
微粒有

26 5 2 效应
,

增强因子达 &了
,

对乙二醇氧化有一定 的

催化作用
。

在此二体系研究的基础上
,

总结出吸附

原子扩散和主客体相互作用对电沉积影响的规律
。

项 目组改变电化学方法构筑纳米材料常用的水溶液

或非水溶液
,

而采用离子液体∃也称室温熔盐 −
。

离

子液体具有良好的导电性
、

宽的电位窗 口 ∃超过 Φ −

和接近于零的蒸气压等特点
,

适合作为电沉积轻金

属和元素半导体的非水介质
,

项 目组在 自行合成的

一丁基三甲基四氟硼酸化咪哩嗡盐离子液体中
,

在

重构 3 Α∃ & &&− 上电沉积磁性材料 /?
,

与非水溶液 /?

的沉积不同
,

/。在 3Α∃ & & & −∃行
∋

−重构表面的台

阶和重构线拐点处成核生长
,

形成约 Ι ΒΛ 大小的

/0
纳米粒子

。

利用双功能基团对氨基硫酚自组装单层作为有

序纳米结构组装的平台
,

电脉冲聚合或沉积构筑二

维有序聚苯胺 ∃以< −纳 米微粒 膜
,

聚邻苯 二胺

∃9
〕∃〕&

〕4−−纳米线膜和高度取向 /Μ2 纳米棒膜
。

发现

分子层次的 自组装平台对纳米层次组装的有序性作

用显著
。

项 目组又通过控制分子有序取向来构筑有

序纳米结构
,

控制电极电位使 印ΝΟ 分子垂直于金

电极表面取向
,

然后电脉冲聚合
,

构筑有序印ΝΟ 纳

米微粒膜
。

通过分步电沉积
、

表面处理等方法研制了 2Κ
Γ

ΝΚ
一

5 三元合金纳米薄膜
,

实验表明其具有高的催化

活性
,

例如应用于草酸阴极还原合成乙醛酸
,

还原电

位的过电位比工业用铅电极降低 Δ?? ΛΦ
。

∀  其他

构筑了数十种各具电催化
、

光学
、

光电转换
、

导

电等特定功能的金属
、

半导体
、

导电聚合物的新型纳

米结构
,

包括
8
尺寸约束

、

各向异性二维金属原子簇
,

空间限域金属纳米微粒
,

多种几何形状 的金属纳米

微粒
,

有序金属纳米线阵列
,

多元合金纳米薄膜
,

二

维有序导电聚合物微粒膜
,

导电聚合物纳米管及阵

列
,

纳米半导体
一

导 电聚合物复合膜
,

高取向半导体

纳米棒
,

半导体
一

导电聚合物同轴纳米线及阵列等
。

 研究成果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以上研究成果 明显体现了电化学与表面科学
、

纳米科学和材料科学相互交叉 而揭示出的科学现

象
,

纳米结构铂族金属 的异常红外效应和红外增强

吸收效应
,

金属有序纳米线阵列 和粗糙化 ∃纳米尺

度 −过渡金属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效应
,

导电聚苯胺

的内光电发射效应及聚苯胺对纳米 ΙΒ 0 发光的增

强效应
,

首先均是在电化学界面∃固 . 液界面−发现的

重要光学效应
,

由于固 . 液界面 比起固 . 气界面所具

有的一些特殊性
,

例如界面的强电场及强 电场的可

控性
,

为发现这些材料尤其是纳米材料的特殊性质

提供良好的平台
。

项 目组还对这些性质的规律性
,

产生机理
,

所涉及的结构∃电子结构
、

几何结构 −和相

互作用 ∃原子
、

分子与基体之间
,

纳米微粒之间
,

分子

与纳米结构之间 −等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和阐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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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促进了表面科学
、

纳米科学
、

材料科学中基础

问题的研究
,

扩展了电化学的研究内涵及电化学在

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

上述的光学增强效应
,

在分析

科学等也将获得重要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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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谱仪 5 值测量研究成果简介

赵政国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
,

北京 40Ε〕 Π −

【关键词 χ 标准模型
,

北京谱仪.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5 值测#
,

ϑΧ ααΔ 粒子

标准模型是描述轻子和夸克的性质及其相互作

用规律的基本理论
。

其理论预言与迄今为止的实验

测量结果在测量精度范围内是一致的
。

但对标准模

型的精确检验和对超出标准模型预言的物理现象和

规律的探索一直是最受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
。

对标

准模型的精确检验包括寻找标准模型预言的 ϑΧ 婴
粒子

、

精确测量 δ6 Ο 跑动精细结构常数 ςδ 6。
∃Δ −以

及精确测量 拌轻子反常磁矩 那
。

因此
,

从实验上确

定标准模型的基本参数和对标准模型的预言作精确

检验是粒子物理学的重要课题
。

受非微扰效应的限制
,

利用标准模型做精确理

论计算时
,

通常采用实验上测量的强子产生截面 ∃参

数化即为 5 值−作为输人参数
。

因此
,

降低非微扰

区 5 值的实验误差对于标准模型的精确检验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世界上许多实验组都在强子产生阑到 Ι 能标的

能量范围内进行过 5 值测量川
。

总的来说
,

实验给

出的 5 值与理论预言值是一致的
。

这说明夸克有

三种颜色的假设是合理的
。

然而
,

不同的能区
,

5 值

的测量误差不同
。

高能区的 5 值误差较小
,

而低能

区的误差却较大
。

如在底夸克阂以上
,

即质心系能

量大于 ≅? ε; Φ 的能区
,

Ν6 Ν
、

Ν6 =5 3
、

= 5 42=3 1 和 比Ν

实验给出的 5 值误差为 φ一! φ ∗在粟夸克和底夸

克的产生阑之间
,

即质心系能量在 )一&, /七Φ 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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