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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现象有了理论解释模型
有望控制闪烁过程并运用于成像和照明技术中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常丽君 发布时间：2010-08-18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法国圣玛丽亚大学物理学家杨克的一篇关于荧光闪烁的最新研究论文，为“闪

烁”这种长久以来的神秘化学物理现象提供了新解，这有助于重新理解闪烁现象的原理及控制闪烁过程，并将在图

像技术和照明方面获得重大运用。  

一个世纪前，量子力学刚刚诞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就预言了所谓的“量子跃迁”。他指

出，这种跃迁是单个原子或分子里面的电子在不同能级之间的跳跃。这在当时存在争议，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

量子跃迁在实验室被观察到，他的预言才被证实。 

然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单分子成像技术的发展，科学家才能在单个分子中观察到类似的跃迁。根据实

验，单个分子中的电子跳跃到另外的电子能级会发出光子，从而显示出间歇性的荧光现象，或称为“闪烁”。 

但只有特定的闪烁例子能很好地符合玻尔原始的量子跃迁，实际观察到的更多的荧光间歇现象并不符合玻尔预

言，尤其是在多样化的系统中，如荧光蛋白质、单分子和光吸收分子混合物、单个有机荧光体等，以及最近出现的

单体无机纳米结构，“闪烁”都明显偏离了玻尔的预测。 

事实上所有的已知荧光体，包括荧光量子点、荧光棒、荧光线等，在其发光过程中都无法用间歇闪烁来解释。

量子力学对此的主导解释是，闪烁期的光生光灭没有相关性。 

然而，2007年，由圣玛丽亚理论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荧光现象大会上，杨克与合作研究人员提出，闪烁现象并非

随机发生，而是互相有关系的。但那时还没有理论模型可以解释这种关联性。 

他们最新的论文发表在《纳米快报》上，杨克和同事提出一个闪烁现象模型，与实验室中观察到非常符合。这

是证明闪烁中光生光灭之间具有强相关性的重要证据。 

如果闪烁有规律可循，那它的过程就有望被控制，比如利用量子点提供更好、更稳定的癌细胞图像，为研究人

员提供病毒感染的实时图像，比如艾滋病病毒在一个细胞内的感染；也可以导向开发新一代更加明亮清晰的计算机

显示屏、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甚至改善家庭和办公室的照明设备。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0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备案序号：京ICP备0500285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