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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二维强关联材料与微纳器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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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以单层过渡金属硫化物为主的二维半导体是继石墨烯之后最受关注的强关联材

料，给未来信息和能源领域带来技术性的革命,其二维特性也提供了一个研究低维系统中电子、
光子、和声子行为的完美平台。然而，这些材料的物性往往对材料缺陷极为敏感，包括阴离子
空位和表面分子吸附。对这些全新材料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人们还未能对其缺陷物理做出系统
的研究和阐述。最近我们在新型二维强关联系统研究中,(1)发现二维单层MoS2/MoSe2的异质结
形成莫氏图案的成因(Nano Lett.,13,5485,2013);(2)发现多层MoSe2中的热致间接-直接带隙的
转换(Nano Lett. 12, 5576,2013);(3)发现并阐明了二维半导体的点缺陷和激子的相互作用
( N a n o L e t t .  1 3 ,  2 8 3 1 , 2 0 1 3 ; S c i .  R e p .  3 ,  2 6 5 7 , 2 0 1 3 ; N a n o s c a l e , 
10.1039/C3NR05965K,2014);(4)发现硅烯纳米带和石墨炔纳米带中的自旋滤波和磁阻效应; (5)
实行了多层石墨烯的p型和n型高浓度掺杂; (6)在ReS2二维材料的研究中,发现单层与体材料电
子结构一致。这些研究为将来理解二维强关联半导体材料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这些重要的物理
现 象 意 味 着 未 来 半 导 体 微 纳 光 电 器 件 与 相 关 工 艺 将 会 出 现 新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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