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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换材料β—NaYF4∶Tb3+, Yb3+的水热法合成和发光性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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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水热法合成了粉末发光材NaYF4∶Tb3+, Yb3+。 分别用X射线衍射(XRD), 光致发光谱(PL)和激发谱

(PLE)测试了合成材料的物相结构和发光性质。研究结果表明：合成的NaYF4∶Tb3+, Yb3+材料为六方相的晶体, 

无立方相的。 改变Tb3+和Yb3+的掺杂浓度后晶格结构没有变化，说明离子Tb3+和Yb3+取代的是Y3+离子的晶

格位置。在355 nm脉冲激光激发下，检测到了Tb3+的5D3→
7FJ(J=5-0)和5D4→

7FJ(J=6，5，4，3) 可见波

段特征发射光和Yb3+950～1 050 nm (2F5/2→
2F7/2)的近红外发光，研究了可见和近红外的发射强度随

Yb3+掺杂浓度的变化，表明Tb3+和Yb3+之间存在能量传递，其可能的能量传递方式是共合作能量传递过程。当

Tb3+ 和 Yb3+的掺杂摩尔浓度分别是1 mol%和6 mol% 时具有最强的近红外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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