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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单原子磁性控制新方法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华凌 发布时间：2014-01-13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日前报道，来自英国、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决定磁性稳定性及

其在各种设备用途的单个原子的磁场方向，可以通过改变这个原子与附近金属间的电耦合进行修改。该研究结果刊

登在近日的《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任何人只要玩两块磁铁，就可以体验它们是如何依靠磁极的相对方位来互相排斥或吸引。事实上，在一个给定

的磁体里，这些极点倾向于一个特定的方向，而不是被称为磁各向异性的随机性。所谓磁各向异性，就是磁性物质

沿不同方向磁化的程度不同。其特性被应用于从指南针到硬盘驱动器的多个领域当中。 

  葡萄牙伊比利亚纳米技术实验室的华金·费尔南德斯-罗西尔博士强调：“对于大片的磁性材料，磁各向异性主

要是由一个磁铁的形状决定的。形成磁性材料的原子也是磁性本身，所以具有其各自的磁各向异性，但原子是如此

之小，几乎不可能归因于其形状，并且一个原子的磁各向异性通常是由相邻原子的位置和电荷来控制的。” 

  伦敦纳米技术中心的研究小组利用能够在表面上观察和操纵单个原子的工具，即扫描隧道显微镜，发现了在原

子尺度上控制磁各向异性的新机制。在实验中，他们观察到单个钴原子的磁各向异性依靠其在铜表面上的位置，覆

以原子薄的氮化铜绝缘层后戏剧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随着另一种现象的强度而有很大改观，即近藤效应，就是来自磁性原子和附近金属之间的电耦合。在

德国和葡萄牙理论和计算模型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发现，除了常规的结构机制，在金属基体和磁性原子间的电子相

互作用也可以起到确定磁各向异性的主要作用。 

  伦敦纳米技术中心研究员赛勒斯说：“电气控制属性以前只能通过结构的变化来调整，而未来将能够为设计小

型化信息处理、数据存储和传感仪器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与更为传统的机制相反，这将促成利用驱动许多晶体管、

场效应的相同过程在电力上调谐这种磁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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