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酞菁氧钒分子及纳米簇在高定向石墨表面的自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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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摘要： 

报导了酞菁氧钒(VOPc)分子及其纳米簇在高定向石墨(HOPG)表面的自组装. 在室温下, 将HOPG浸入含有VOPc纳
米簇(2-20 nm)和VOPc分子(约为10-3 g·L-1)的1,2-二氯乙烷胶体溶液中, VOPc分子在HOPG表面自组装形成单分

子层(SAM), VOPc纳米簇在上述SAM表面进行尺寸选择性自组装. 组装于VOPc单分子层表面的纳米簇的粒径为

(4.60±0.47) nm. 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表明, 随着酞菁氧钒胶体溶液浓度由2.5×10-2 g·L-1增至2.5×10-1 g·L-1, 
组装于SAM表面的VOPc纳米粒子的数量逐渐增大, 最终形成稠密的单层粒子组装体. 本文提供的自组装结构及方法

在发展光电功能体系等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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