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化学院付大伟团队在分子铁电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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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浙江师范大学生化学院付大伟教授领衔的“分子铁电科学与应用研究”科研团队在分子铁电研究领域取得

重要进展，合成了首例具有圆偏振光学特性的钙钛矿对映铁电体，相关成果发表在化学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美国化学会会志》）上，浙江师范大学为本文第一和通讯单位，该成果得到国家重

大科研项目的资助。

　　随着手性光子技术的蓬勃发展，具有圆偏振发光（CPL）活性的材料在分子开关，光学传感器，信息存储，不对称

光合作用，3D光学显示器，生物探针和自旋电子器件等各个领域显示出巨大的潜在应用。铁电材料由于在传感器和存

储应用方面可观的发展潜力而备受关注。

　　近年来，随着铁电场发射显示器的迅速发展，铁电材料的发光研究进入了团队的研究视野。探究铁电性与其他有

趣的功能特性耦合从而拓展并衍生出多种有希望的应用，将会在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分子材料的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然而，大多数发光体的非手性结构严重限制了其实际应用需求。传统的无机铁电陶瓷中不可能产生手性，这

也导致了具有偏振光学性质的铁电材料研究的停滞。

　　作为无机铁电体和铁电聚合物的有益补充，分子铁电体在具备轻量、柔性、易制备、环保等优点的同时，突出的

结构可调控性也为通过分子修饰和分子自组装等策略获取、调制各种性质提供了理想的材料设计平台。特别是在有机-

无机杂化系统中，可以容易地诱导有机成分的手性并且可以灵活地调节激发态的电子能级，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铁电

体。

　　基于此，付大伟教授及团队年轻教师高继兴、张婉莹等利用“氟代效应”改性策略构建手性阳离子，进而成功设

计合成了第一例具有圆偏振光学特性的钙钛矿对映铁电体。在非手性功能框架中引入手性阳离子是一种实用有效的设

计策略，这将激发科研对具有CPL活性的分子铁电体的兴趣和深入研究。该工作带来了多功能铁电材料设计的新思维，

并促进学科间交叉融合和开发新的光电器件，标志着分子铁电探索性交叉研究的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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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手性分子和手性对映（图片引自百度图片）；

右上图为R和S构型的钙钛矿结构图与铁电特性；右下图为CPL光学特性

　　论文链接：https://pubs.acs.org/doi/10.1021/jacs.9b1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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