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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制光谱这种基础的光学方法来研究
9;-Q694

!

9%-Q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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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94

的金属半导体界面的一些

电学性质!并且加以比较!其中包括电场%费米能级扎钉和界面态密度等情况$这些界面是通过在
/T'

V

Q694

样品上沉积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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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成的$通过观察电反射谱来研究金属
Q694

的界面电场和费米能级

扎钉的情况!然后通过傅里叶变换这些所取得的电反射谱来分析这些材料的界面性质$通过测量氦氖激光

器诱导产生的光电压和激光器光强之间的关系来得到这些材料的界面态密度情况!从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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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和其他的半导体材料表面界面(

)->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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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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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界面态密度(

).

)也很大$这些态在带隙的中间

钉扎他们的表面界面的费米能级$由于费米能级的钉扎!不

同的金属!对金属和半导体之间的肖特基势垒(

))

)的高度是

不灵敏的$这一点并不像莫特
-

肖特基方程理论描述的行为

那样$所以对于金属半导体界面的电学性质的研究尤为重

要!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基础理论的探询上!更体现在以后器

件的应用方面上(

)!

)

$本文运用调制光谱这种基础的光学方

法并辅以复傅里叶变换(

)=-)C

)和光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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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金属
Q694

界面的电学性质!其中包括电场%费米能级钉扎和界面态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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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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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用的样品是由分子束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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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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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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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底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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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冲层!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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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生长的是
>..7E

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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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征层!这样就首先生长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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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品背后做

欧姆接触$此后在高度真空的情况下在这些
/T'

V样品上面

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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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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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金属半导体界面就

被构造出来了$在样品长成之前不需要做其他的加工处理

了$

电调制反射谱实验装置的构成是这样的'前端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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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卤钨灯和一个焦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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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色仪$单色仪的出

射光经过样品的反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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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所接收$探测器输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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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激光器所激发出的光电压由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记录!氦

氖激光器的光强由一系列中性密度滤光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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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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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得到的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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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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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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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傅里叶变换后的电调制反射谱图$其中实线是傅

里叶变换后的实部!虚线是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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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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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

果和理论是互相吻合的!而
':-Q694

的谱线型就比较复杂

了!这种复杂的线型可能预示着特殊的界面性质$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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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图
>

中的数据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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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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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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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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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来说比较

特殊!它的态密度是表面原子密度的
*.

多倍$同时我们也发

现
':-Q694

的
(

值远大于
)

!这个可能解释为什么
':-Q694

的傅里叶变换电调制光谱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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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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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
9;-Q694

!

9%-Q694

!

':-Q694

三种样品的

界面的
a367I-̂0%8

5

4F

效应和光伏效应!实验中我们在电调

制反射谱图中观测到了大量的
a367I-̂0%8

5

4F

振荡$傅里叶

变换后的电调制反射谱图显示出
9;-Q694

!

9%-Q694

的实

部%虚部和模都很好的符合理论上的模型!但同时
':-Q694

却出现很特殊的谱线$在电调制反射谱图中得到的费米能级

钉扎的结果分别是
.&+=

!

.&*+

和
.&")0#

$通过拟合光伏电

压和激光光强的数据相除而得到的
4

因子依次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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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态密度依次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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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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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94

的结果很特殊!这可能能解释为什么它的傅

里叶变换电调制反射谱图异常$我们将做后续的实验继续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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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对来稿英文摘要的要求

!!

来稿英文摘要不符合下列要求者!本刊要求作者重写!这可能要推迟论文发表的时间$

)&

请用符合语法的英文!要求言简意明%确切地论述文章的主要内容!突出创新之处$

!&

应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包括四个要素!即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其中后两个要

素最重要$有时一个句子即可包含前两个要素!例如 ,用某种改进的
T?@-9N/

测量了鱼池水样的痕量铅-$

但有些情况下!英文摘要可包括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范围!以及具有情报价值的其他重要信息$在结果

部分最好有定量数据!如检测限%相对标准偏差等&结论部分最好指出方法或结果的优点和意义$

=&

句型力求简单!尽量采用被动式!通常应有
!...

个印刷字符!

=..

个英文单词为宜!不能太短&也

不要太长$用
9>

复印纸单面隔行打印$

>&

摘要不应有引言中出现的内容!换言之!摘要中必须写进的内容应尽量避免在引言中出现$摘要也

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解释和评论!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不用引

文!除非该论文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发表的论文$缩略语%略称%代号!除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地理

解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例如用括号写出全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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