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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磁场中心用户推断五价铱引起焦绿石结构的铱氧化物弱铁磁性

  文章来源：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4-09-01 【字号： 小  中  大 】 

   由于焦绿石结构的A2Ir2O7可能实现一些新的拓扑态，如Wely半金属等，现在引起了不少凝聚态物理研究者的兴

趣。大家通过A位不同离子的引入来调节其物理性质，从而希望能进入到某一拓扑态的区间。而这其中的电子结构是

与磁结构紧密相关联的，为了实现新的拓扑态，需要对A2Ir2O7材料的磁性了解清楚。本身Ir4+离子网络的磁性由于

海森堡反铁磁耦合，DM作用，以及单个离子的各项异性三种主要相互作用已经造成多种可能的磁结构，A位离子特别

是磁性离子的引入又可能增加f-d电子相互作用，使问题更复杂。 

    印第安纳大学张世雄助理教授及其合作者考虑到从相对简单的体系出发（并且由于理论已有预言这个化合物在

全进全出的磁基态下是一个Wely半金属），合成了Y2Ir2O7以及Ca（空穴）掺杂的样品，通过磁性、电子自旋共振、

电输运、X射线光电子能谱等测量对这两个样品作了系统的研究。通过对比发现，这两个样品中均含有Ir5+，并且Ca

掺杂的样品增强了Y2Ir2O7的弱铁磁性，据此推断Ir5+的存在应该是之前普遍观察到的A2Ir2O7呈现弱铁磁性的原因，

并且指出不同研究者得到不同的磁化强度随温度转变曲线的原因。他们还观察到磁化曲线（M-H）在场冷下沿M轴发

生位移，并指出这可能是铁磁相与反铁磁背景之间的耦合造成的。 

  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磁性测量系统和电子自旋共振测量系统的帮助。文章发表在2014年8

月份的《物理评论B》（Physical Review 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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