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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学家攻克单壁碳纳米管结构可控制备关键技术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杨靖 发布时间：2014-06-27 【字号： 小  中  大 】 

  由于各国科学家一直未能找到让碳纳米管结构可控生长的制备方法，碳基电子学发展和电子技术的实际应用受

到了极大制约。26日从北京大学传来喜讯，该校李彦教授课题组借助一种自主研制的新型钨基合金催化剂，研究出

单壁碳纳米管结构可控制备方法。学术成果在6月26日的《自然》杂志上发表。 

  单壁碳纳米管，可看作是由石墨烯沿一定方向卷曲而成的空心圆柱体。根据卷曲方式（通常称为“手性”）的

不同，可以是金属性导体或带隙不同的半导体。实践证明，这是碳纳米管的一个独特而优异的性质，但也为碳纳米

管的制备带来了巨大挑战。 

  自日本科学家饭岛澄男1991年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了碳纳米管，国际上已掀起了碳纳米管研究的热潮。但经

各国科学家20余年努力，单一手性单壁碳纳米管的选择性生长问题，仍悬而未决。此次北京大学李彦教授课题组成

功开发出了一类新型钨基合金催化剂，其纳米粒子具有非常高的熔点，能够在单壁碳纳米管生长的高温环境下保持

其晶态结构和形貌。同时，这类催化剂本身具有独特的结构。正是利用该催化剂的这些优异特性，我国科学家最终

培育出了具有特定结构的单壁碳纳米管。 

  2009年，国际半导体路线图委员会推荐基于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的碳基电子学技术作为未来10年至15年可能显现

商业价值的新一代电子技术。而材料是碳基电子学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基于北京大学课题组提出的碳纳米管结构可

控生长的科学制备方法，碳基电子学有望在短期获得长足进展。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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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