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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存在天然形成的拓扑绝缘体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常丽君 发布时间：2013-03-22 【字号： 小  中  大 】 

据《自然》网站3月8日报道，最近，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固体研究所科学家发现，自然界中也存在天然

形成的拓扑绝缘体，而且比人工合成的更纯净。这一发现对建造自旋电子设备具有促进作用，并有助于设计开发用

电子自旋来编码信息的量子计算机。研究结果发表在最近出版的《纳米快报》上。 

拓扑绝缘体是一种奇特材料，其表面能导电而内部却绝缘。这是因为其内部电子自旋与电子自身的运动相互耦

合，迫使电子围绕一个点旋转而不能穿越整块材料，这样就无法导电。但在材料边缘，电子没有足够空间旋转运

动，被迫沿着表面呈半圆形跳跃，由此变得能够导电。早在2005年，科学家就预测了拓扑绝缘体的存在，直到2008

年首次用重元素合成了这种材料。 

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固体研究所的帕斯卡·格林和同事首次用一种自然界的矿物演示了这种性质。他们在捷

克共和国的一处旧金矿发现了一种天然的硒碲铋矿物样本，其中含有铋、碲、硒和硫。他们从中分离出一些单晶

层，约0.7毫米宽，对其进行了光电子能谱测试（拓扑绝缘体标准检测），包括用紫外光照射材料表面击出电子，然

后检测击出电子的性质。最终证明了该材料的电子能量和动量分布都与对拓扑绝缘体的预测相符。 

美国犹他州大学材料科学家刘锋（音译）指出，过去硒碲铋矿是人工合成的，但实验室造出的拓扑绝缘体结构

上存在瑕疵，会在材料内部不希望的地方产生导电性。人们以为天然矿物会含有更多杂质，但“令人吃惊的是，研

究小组发现的天然样本比人工合成的更纯净。在实验室制造还要经过加工、提纯，用自然供给的拓扑绝缘材料可能

会更便宜”。 

拓扑绝缘体只有一层薄薄的导电层，因此要控制它的电子自旋相对容易。“拓扑绝缘体提高了建造自旋设备的

可能性。”格林说，在自旋设备中，电流是受电子自旋驱动而不是电压，而自旋是电子本身固有的性质。物理学家

正在研究建造自旋量子计算机。这是用电子自旋来给信息编码，而不是用电流开关。电子自旋能迅速旋转而无需消

耗很多能量，所以自旋设备会比同类的电子设备效率更高，其所需的能量仅是用来改变电荷。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3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