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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原子可提升二硫化钼的电学性能

可用于制备超快超薄的电子设备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刘霞 发布时间：2013-09-07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9月5日报道，美国科学家发现，使用金原子对三个原子厚的二硫化钼(MoS2)进行操控，可以

显著提升二硫化钼的电学属性。最新研究有助于科学家们研制出高性能的超薄电子设备和等离子体设备。研究发表

在最新一期的《纳米快报》杂志上。 

  二硫化钼与单原子厚度的“神奇材料”石墨烯一样拥有一些非凡的特性，但石墨烯缺少能带隙，这意味着由石

墨烯制成的设备只能开启而不能关闭，所以不能用它来做成数字逻辑；而二硫化钼拥有一个能带隙，因而有望与石

墨烯并列成为新的电子设备的二维平台。 

  堪萨斯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维卡斯·贝里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研究二硫化钼的结构时发现，该材料表面的硫

群会同包括金在内的贵金属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通过在二硫化钼和金纳米结构之间建立一个键，他们发现，这个

键就像一个高度耦合的门电容。 

  贝里解释道：“金属二硫化物层表面的贵金属所拥有的这种自发的、高电容的、晶格驱动的接口能被用来协调

未来设备的载流子浓度、运输壁垒以及声子输送情况。” 

  该研究团队计划在二硫化钼上制造出更复杂的纳米结构，从而制备出逻辑设备和传感器。他们表示：“将金整

合进二硫化钼，这为制造出晶体管、生物化学传感器、等离子设备以及催化剂基座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最新研究

有望促进晶体管、传感器以及导热涂料等设备性能的提升；也能促使科学家们研制出超快、超薄的逻辑设备和等离

子体设备。 

  贝里的实验室在研究下一代原子厚度的纳米材料（比如石墨烯和氮化硼层等）的合成和分析其性能方面处于全

球领先地位，这些纳米材料已经被广泛用来制造灵敏的探测器、电子设备、坚固耐用的复合材料和新奇的生物纳米

设备等。贝里表示：“这些原子厚度的结构有望用来制备仅仅几个原子厚的电子设备，从而彻底革新电子设备的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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