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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所纳米敏感材料与纳米传感器研究取得新进展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科院的支持下，中科院智能所研究员

刘锦淮课题组在新型纳米敏感材料和纳米传感器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近期发

表在Nanotechnology的成果更是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关注，不仅被选

为该杂志的封面，而且英国物理学会（IOP）还在其网站作了特别报道，“来

自中国的研究人员通过煅烧硫化物前驱体的方法制备了一种具有多孔结构的单

晶半导体氧化物纳米材料。……这种多孔单晶纳米材料有望成为制作高灵敏度

和长期稳定传感器的新一代材料。” 

国外大量研究报道也都指出：多晶结构敏感材料的灵敏度高而长期稳定性

差而单晶结构材料稳定性高灵敏度却大大降低。由此，如何平衡灵敏度与稳定

性二者之间的关系，获得高灵敏度的同时又保证其具有良好的长期稳定性，成

为半导体敏感材料研究领域一大挑战。 

刘锦淮课题组前期曾对高粗糙度的三元复合敏感薄膜开展研究，结果显示

比表面积对于敏感材料的灵敏度具有关键性影响，比表面越大灵敏度越高，且

响应越迅速。同时，对于微纳分级结构的单晶ZnO纳米棒的研究发现其具有优

良的长期稳定性。 

基于上述前期研究成果，该课题组提出并设计了多孔的单晶结构ZnO纳米

材料，既保证了其单晶稳定结构，又获得了高的比表面积。研究发现：多孔结

构大大提高了材料的比表面积（大约是非多孔材料的两倍），获得的敏感材料

对室内空气污染物——甲醛和氨灵敏度高，响应和恢复时间短；同时，纳米材

料的单晶结构保证了其敏感性能的长期稳定。其研究成果为纳米半导体敏感材

料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有效解决如何兼备敏感性和稳定性的途径，突破了现有

瓶颈，为其走向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此外，课题组科研人员还采用水热法合成了具有多孔结构的CdO纳米线和

In2O3纳米空心球气敏材料，这些具有高比表面积的多孔纳米材料不仅增强了

对气体分子的吸附能力，而且为气敏反应提供了更多的活性位点，基于此构筑

的气体传感器体现出高的灵敏度和短的响应、恢复时间。 

该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以上述研究成果作为工作基础，正继续深入发掘纳米



传感器的卓越性能，有望在环境监测领域的现场检测技术上继续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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