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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中国科学家实现一个探测器完成超宽带光探测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孙自法 发布时间：2014-07-23 【字号： 小  中  大 】 

  记者23日从中国科学院获悉，该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贺军辉研究员团队和清华大学孙家林教授团队合作，在实现

超宽带光探测方面取得新进展：制作出还原氧化石墨烯-硅纳米线阵列异质结光探测器，实现一个探测器就可以完成

从可见光到太赫兹波的超宽带光探测，达到以往多个探测器同时工作才能达到的探测带宽。  

  中科院和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科研人员将还原氧化石墨烯和硅纳米线阵列两者的优势结合，制作出还原氧化石墨

烯-硅纳米线阵列异质结光探测器。该异质结探测器在室温下，首次实现从可见光(波长532nm)到太赫兹波(波长

118.8mm)的超宽带光探测。中国科学家这一重要研究的相关结果，已获国际知名期刊Small发表。 

  科研人员还研究发现，氧化石墨烯的还原程度对探测性能有显著影响，随着氧化石墨烯还原程度的提高，探测

器的响应率可以提高5倍以上。在所有波长中，探测器对长波红外(10.6mm)的响应率最高。由于人体红外辐射峰值波

长为9-10mm，实验验证，还原氧化石墨烯-硅纳米线阵列异质结光探测器对人体红外辐射具有灵敏的响应，可用于人

体红外传感如夜视领域。因此，该探测器在超宽带光探测方面，特别是宽带红外光探测方面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据介绍，宽带光探测器广泛应用于红外成像、遥感、环境监测、天文探测、光谱分析等很多重要领域，而要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色红外成像，探测器必须能同时探测不同波段的红外辐射，如短波红外(1-3mm)、中波红外(3-

5mm)、长波红外(8-14mm)、甚长波红外(大于14mm)甚至是太赫兹波(30-3000mm)辐射，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目前，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多色红外成像，多是将适于探测不同红外波段的多个探测器集成在一起，并且确保这些探测

器同步工作，从而导致器件结构和工艺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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