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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体系的光学应用需要优质材料, 这取决于纳米复合结构, 利用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设计原理开展功能无机-有机分子复合膜设计与
制作， 研究其纳米电子结构特征、光学特性、光学信息存储及机理等。通过这些研究可发现新的光学响应现象和原理, 可能开发出新的纳
米光学器件。 

● 主要研究成果和重要进展 

1. 探索了利用不同的方法制备和构成纳米材料及其薄膜 

  分别采用微乳液，溶胶－凝胶法，超声法， 金属有机化学法，水热法等制备了许多不同的纳米材料及纳米阵列结构，   并掌握了用
SPIN－COATING 和DIP－COATING 制备无机－有机－高分子薄膜的技术. 

2. 复合纳米体系的电子结构 

  过渡金属氧化物是强相关体系，其纳米材料少有深入研究。制备了一系列的过渡金属氧化物纳米体系，利用谱学手段研究了其电子态特
征，及尺寸效应和表面修饰对结构和电子态的影响，并发现表面修饰促进的纳米结构相变，可导致光学性质显著变化，此特征可用作纳米材
料的带隙工程进行材料改性。 

3. 纳米复合材料的光学性质 

  对不同有机表面修饰的无机纳米材料进行了发光和超快非线性光学响应研究，发现修饰物的给受体特征对纳米体系 光学性质影响显著，
给体时发光增强，载流子寿命延长，这些结论对设计新的光子学材料和器件大有价值。 

4. 偶氮分子－高分子体系的光学存储 

  首次利用双色光作用于介质上实现用高分子薄膜中的偶氮分子完成的光学信息存储和擦除，深入研究了它们以光致异构化为核心的信息
存储机制。 

5. 其它纳米材料的探索 

  积极开展交叉课题研究，在纳米管生长的微粒催化剂、有机薄膜、磁性纳米材料等方面都取得了有价值的结果。总之，我们在纳米复合

材料制备、光学性质、电子结构和物理、信息存储等方面取得相当进展， 三年里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论文27 篇. 这些成果对未来开发纳
米功能材料和器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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