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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磁控反应溅射法制备的钒氧化物薄膜及其光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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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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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流磁控反应溅射法和不同基底温度下在玻璃底上沉积微纳结构的氧化钒薄膜!通过
f

射线衍

射$电子扫描显微镜$

K#)#82

透射$红外和拉曼光谱研究了薄膜的结构特性%在低温下制备的薄膜表现出

高的光学透过特性!在基底温度低于
+,,h

下制备的薄膜具有无定形结构!而在基底温度高于
+,,h

时制

备的薄膜具有多晶结构%薄膜的光学参数使用经典模型计算!通过测量和拟合透射光谱获得了薄膜的禁带

宽度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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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致变色材料在不同环境温度中材料颜色会发生相应变

化!例如半导体$液晶和金属导体等%能在临界温度下发生

这种颜色变化效应的大多是有机物!也有部分无机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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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钒氧化物薄膜就是

这种材料%

钒具有多种化合价!因此钒氧化物具有多种结构形式%

对其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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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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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膜的光学$电学$电化学$热致变

色性质$热控开关性能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E

*

!许多研

究工作集中于电着色方面!但对其热致变色及其光学性能研

究很少!而此方面的性能在实际应用中又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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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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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技术有很多!例如反应溅射法)

C)E

*

$热蒸

发法)

;)G

*

$激光脉冲沉积)

D

*

$溶胶凝胶法)

"+

*等%

本工作是用直流磁控反应溅射法!通过在不同的基底温

度下沉积在玻璃底层上制备钒氧化物薄膜!而后研究该薄膜

的结构和光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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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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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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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使用国产的直流磁控管阴极溅射系统!纯度为

EE&DS

的钒金属靶"直径
G,HH

#!基底是显微载玻片!靶和

基底间距约
;,HH

%沉积前首先将真空室的压强抽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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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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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U4

#!溅射气体氩气和氧气按一

定的比率导入反应室!并通过两个质量流动控制器来控制流

量%先将反应气体氧气引入室内!氧气的分压由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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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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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氧气的压力和氩气的压力!

通过调节氧气的分压率!再引入溅射气体氩气直到总压强达

"U4

可完成不同的实验%先对金属靶预溅射"

"*,Y

直流功

率#

",H85

!这期间用挡板覆盖基底以除去暴露于空气中所

形成的表面氧化层!然后移走挡板!膜的沉积过程开始%惰

性气体氩和反应气体氧的流动都受到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控

制%在薄膜沉积中直流功率为
"*,Y

!沉积时间大概
C,H85

!

温度从室温变化至
C,,h

%

薄膜的
f

射线衍射"

f?W

#用飞利浦盖革计数器
UY"G",

电脑控制衍射计获得!使用
f

射线管中正聚焦的
=:

和
[4

射线%薄膜透射比通过
-B8H46I:

双光束分光光度计
K#)

!","U=

测量%拉曼散射实验利用
N55$A4E+71

\激光器和

9$15)_A$5M*C,,,

拉曼光谱仪进行!拉曼用
",+C

像素光谱

范围的二维
==W

作为光子探测器%薄膜表面形貌和微结构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

#和原子力显微镜"

7>L

#获得%薄

膜的厚度通过拟合透过光谱获得%用自己的软件和
O.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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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程序做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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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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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氧化物是在不同的氧气分压率$沉积温度和退火温度

下得到的!如表
"

所示!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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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率随着基底表面温

度的增加而增加%通常用反应溅射法制备的金属氧化物薄膜

的沉积率不会随基底表面温度有过于明显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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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

底被加热时!离子体会随着基底温度的增加被加热从而可能

使气室内氧气和氩气的比率变化导致沉积率的不同%另外!

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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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也可以导致沉积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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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薄膜的表面形貌特征分析%图
"

是室

温下氧气分压率为
ES

制备的氧化钒薄膜的
7L>

图!可以

清楚地看到薄膜细微的表面特征和粗糙纹理%

7L>

照片和

7L>

软件分析反映出薄膜的生长具有一致性%室温和
",,

h

下制备的薄膜有相对平滑的表面和紧凑的结构%图
+

为在

氧气比为
";S

!沉积温度为
C,,h

!沉积
+,H85

制备的氧化

钒薄膜的
7L>

图%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薄膜中形成了更大的

类似棒状的颗粒!它也很好地证明了薄膜的一致生长!颗粒

的平均尺寸小于
;;5HQ"!;5H

%分析表明最大粗糙度和均

方根粗糙度分别为
**&E

和
"E&+5H

%在沉积温度为
C,,h

制

备五氧化二钒薄膜的颗粒大小要比退火温度在
C,,h

制备的

薄膜颗粒大得多%理论分析棒状颗粒可能是由溅射气体的流

场和沉积温度高达
C,,h

的热场的方向作用的联合产物%当

沉积温度不断升高!高于
+,,h

时!通过氧化钒薄膜的电子

显微镜观察!薄膜是由许多有间隙的细小棒状颗粒%

-<>

照

片肯定了
7L>

的结果%图
!

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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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的钒氧化物

在各种沉积条件下的表面形貌分析%室温下和在
",,h

下备

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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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具有相当平滑的表面和相当紧凑的结构&在

+,,h

下备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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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表面可观察到棒状结构&当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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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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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表现出具有空隙的许多小的颗粒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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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射线衍射可用于对薄膜的结构性能进行分析%在不同

基底温度下制备的钒氧化物薄膜都进行了
f

射线衍射测量

和分析%图
C

反映了沉积在氧气分压率为
";S

时制备的氧化

钒薄膜的退火温度和沉积温度的影响%在玻璃基底宽的背景

下!观察到曲线"

C

#非常微弱的峰值!表明在室温得到的薄

膜是无定形的&退火温度为
C,,h

下制备的薄膜也观察到没

有明显的峰值!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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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非常微弱的峰值在曲线"

D

#中被观察到!因为此薄

膜是无定形的且很薄&谱线"

N

#表明有些峰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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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亚稳化合物!并在一定条件下能转

化为稳定的
#@

+

!具有金红石结构或者单斜晶结构%这种结

构源于同一系列的
#

*

@

"!

!通过晶体学切变形成的斜方晶系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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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报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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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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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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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间态%

尽管氧化钒有多种可能的状态!但是
f

射线分析表明!这种

薄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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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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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红外分析肯定了
f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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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衍射分析结果%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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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薄膜都有一定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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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主要与沉淀

温度有关!与退火温度有较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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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底温度低于
+,,h

时薄膜是无定形的!基底温度高

于
+,,h

时具有多晶结构!但基底温度高于
!,,h

时!薄膜

表现出随机取向%当氩离子轰击钒靶时!纯的钒原子从氩离

子获得动能而溅射出来撞击基底%但本工作实验中的
"*,Y

的功率不能使溅射的钒原子得到足够的能量来形成基底上的

#

+

@

!

晶体薄膜%

_$$5

等的工作表明!即使
+;,Y

的直流能

量也不足以生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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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体薄膜)

"!

*

%随着基底温度的增加更

多的能量将补充给更多的钒原子导致迁移率的增加!这使再

结晶更容易和增加了显微结构的有序%因此在高温基底下制

备的薄膜具有晶体结构!而在低的基底温度下备制的薄膜具

有无定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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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是在不同基底温度下制备薄膜的紫外可见光谱测量

透过特性的光谱!结果表明随着沉积温度的升高透过率在下

降%从前面的结果可知随着沉积温度的升高样品表面变得粗

糙!这样就导致由散射和低的透过性引起的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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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论分析可知!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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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曼光谱和红外光谱中可

分别分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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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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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振动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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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薄膜沉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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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的分压率的影响%可以看到!在沉积温度为
+,,h

时!

薄膜在对应于
#

3

@

伸缩振动模式的
EG,

和
",+,/H

P"红外

吸收峰变得更强!并且当沉积温度更高时!薄膜的厚度增加

了一些!薄膜的颜色也从淡黄色变成黄色%

!!

图
G

是在不同基底温度下制备的
#

+

@

;

薄膜的拉曼光

谱%位于
"C;/H

P"处的峰是与3

#

3

@

3

#

3原子的振动有

关的一种刚性层状模型!这种模型式的存在表明
#

+

@

;

薄膜

具有层状结构)

"G

*

%通过
L45

V

等研究!这一峰值的出现并不

意味着薄膜在垂直于基底表面的
=

轴的取向生长)

D

*

%本工作

表明!具有任意方向的薄膜甚至在
"C;/H

P"处也有很强的拉

曼峰值%随着基底温度从室温升到到
C,, h

!此峰值从

"CC&G!

移到
"C;/H

P"处%这一位移可能与薄膜中的残余应

力的变化有关%众所周知薄膜中的残余应力能使拉曼峰值位

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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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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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折射率
-

和消光系数
B

的色散曲线!利用洛仑

兹振子模型"经典模型#拟合传输光谱%该经典模型的介电函

数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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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

5

+

+

5

+

+ :5

+

<

/

6,5

<

5

+

7

:5

+

<

/

6C5

<

*

+

M4

"

&

M

5

+

,

M

5

+

,

M

:5

+

<

/

6,

M

5

第三项是与自由电子气体有关的
W1:6.

项%从实验结果可知

看出所有的薄膜都表现出良好的绝缘性!因此
W1:6.

项可以

忽略%利用两个振子的经典模型进行模拟透过光谱!一个是

!.#

直接跃迁带模式!另一个是
,.#

红外区域的吸收模式%

实验结果表明由两个振荡器的经典模型产生的传输特征和实

验结果吻合得相当好%折射率和消光系数的色散可以从拟合

的结果中得到%在不同基底温度下制备的薄膜所拟合参数的

折射率值在
"&D

#

"&E

之间%这些值比其他作者报道的值要

低一些)

;

!

++

*

%具有纳米棒状结构"制备于
+,,h

#薄膜的折射

率和消光系数与其他薄膜相比表现出不同行为!折射率和消

光系数都有最小值%因为折射率与薄膜的堆积密度有关!低

的折射率意味着低的堆积密度%从图
!

可以看出样品由无序

的纳米棒状结构形成!这种纳米棒间的间隙导致了低的存储

密度!因此形成低的折射率%

!

!

结
!

论

!!

在不同的基底温度下"从室温到
C,,h

#!通过直流磁控

反应溅射法将
#

+

@

;

薄膜沉积到玻璃基底上%随着基底温度

从室温到
C,,h

间变化!薄膜的沉积率从
"C5H

+

H85

P"增

加到
+"5H

+

H85

P"

%在室温和
",,h

下制备的薄膜具有无

定形和紧凑的结构%在
+,,h

下备制的薄膜具有
#

+

@

;

多晶

结构!即沿着"

,,"

#的方向的首选方向%

-<>

分析表明这些

膜由无序的纳米棒形成%在
!,,

#

C,,h

下制备的薄膜表现

为任意方向的
#

+

@

;

多晶结构%随着基底温度的增加!薄膜

的表面变得更加粗糙%所有膜在
"C;/H

P"处都表现出强的

#

+

@

;

拉曼峰!峰的位置向高频移动%在基底温度高的情况

下!因为表面粗糙引起散射损耗!制备的薄膜具有低的透过

值%双振荡的经典模型与实验测量透过结果符合得很好%由

无序的纳米棒状形成的薄膜和其他薄膜样品一样表现出低的

折射率%

?4F434;547

)

"

*

!

76%.1We?.Ae>$6eUB

3

2e

!

"E*D

!

C,

'

G"Ce

)

+

*

!

L40.B'

!

L$504%A$a7

!

>800.1.1=e9eUB

3

2eW

'

7

((

%eUB

3

2e

!

+,,G

!

C,

'

GG"*e

)

!

*

!

>4BH$:6Y<

!

7%)aB4H6877eU$%

3

H.1N50.15408$54%

!

+,",

!

;E

"

E

#'

"+D+e

)

C

*

!

=:89

!

W4W

!

9845

V

Ye7

((

%e-:1Ze-/8e

!

"EED

!

"!!

'

++;e

)

;

*

!

7%

3

-7

!

>4BH$:6-7

!

<%)-4

3

.6'`

!

.04%e#4/::H

!

"EEE

!

;;

'

";Ee

)

*

*

!

O..-R

!

=B.$5

V

R>

!

-.$5

V

>9

!

.04%e9e7

((

%eUB

3

2e

!

+,,+

!

E+

'

"DE!e

)

G

*

!

O..-R

!

=B.$5

V

R>

!

O8:U

!

.04%e<%./01$/B.H8/4%456-$%86)-040.O.00e

!

+,,!

!

*

"

*

#'

7",+e

)

D

*

!

L45

V

a9

!

O8:`O

!

Y45

V

_

!

.04%e9e#4/e-/8eM./B5$%e

!

+,,"

!

7"E

'

DDGe

)

E

*

!

Y45

V

f9

!

O8RW

!

L.8_9

!

.04%e7

((

%e-:1Ze-/8e

!

+,,"

!

"GG

'

De

)

",

*

!

_:164b$/>[

!

R4ZZ5.1?

!

R$58/b.We>40.1e=B.HeUB

3

2e

!

"EE*

!

CC

'

+G!e

)

""

*

!

d:1682>-

!

d40/B.%$1?7

!

a4%%.

V

$9>e-$%e<5.1

V3

>40.1e-$%e=.%%2

!

"EED

!

;C

'

E!e

)

"+

*

!

>456$:B`-<

!

-.%8H>-eMB85-$%86L8%H2

!

+,,,

!

!G"

'

+;Ee

)

"!

*

!

_$$5_-

!

[8H9-

!

=B$8-ReMB85-$%86L8%H2

!

+,,C

!

C*,

'

C"e

)

"C

*

!

>.5

V

O9

!

7561802/Bb

3

>

!

6$2-450$2>UeMB85-$%86L8%H2

!

"EE!

'

++!

'

+C+e

)

";

*

!

>.5

V

O9

!

7561802/Bb

3

>

!

6$2-450$2>Ue#4/::H

!

"EEC

!

C;

'

"Ee

)

"*

*

!

>.5

V

O9

!

6$2-450$2>UeMB85-$%86L8%H2

!

"EEC

!

+!G

'

""+e

)

"G

*

!

?4H454=#

!

R:22485@>

!

'486:d-

!

.04%eMB85-$%86L8%H2

!

"EEG

!

!,;

'

+"Ee

)

"D

*

!

-:1/47

!

@1.%de<%./01$/B8He7/04

!

"EEE

!

CC

"

"D

#'

!,;"e

)

"E

*

!

a1

3

H$5

(

1.Ia

!

L8.1H452O

!

#.585b9e7/04=1

3

204%%$

V

14

(

B8/4-./08$57

'

=1

3

204%UB

3

28/2

!

W8ZZ14/08$5

!

MB.$1.08/4%456a.5.14%=1

3

204%)

%$

V

14

(

B

3

!

"EGG

!

!!

"

;

#'

D!Ce

)

+,

*

!

MB.$B4%6L

!

=4T4%4?

!

d.154169e9e-$%86-040.=B.He

!

"EG*

!

"G

'

C!"e

)

+"

*

!

>.5

V

O9

!

6$2-450$2>Ue>40.1e?.2e-$/e-

3

H

(

eU1$/e

!

"EEG

!

C!*

'

;+!e

)

++

*

!

@I.1'eMB85-$%86L8%H2

!

"EEG

!

!,;

'

D,e

DE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第
!"

卷



K34

@

.3.1*-;.;6U

@

4513-75-

@:

$;M471*

+

.1*-;-FY.;.6*A8#/*64)*087

"4

@

-7*1469

:

",>.

+

;413-;U

@

A1143*;

+

ONO8)2B4

"

!

=KNR48)585

V

+

"

!

9N7'a B̀.5)

3

8

!

"eW.

(

410H.50$ZUB

3

28/2

!

'$10BX.20K58A.1280

3

!

f8

6

45

!

G",,*E

!

=B854

+e=$%%.

V

.$ZUB

3

28/2

!

98%85K58A.1280

3

!

=B45

V

/B:5

!

"!,,"+

!

=B854

!eN52080:0.$Z>$6.15UB

3

28/2

!

'$10BX.20K58A.1280

3

!

f8

6

45

!

G",,*E

!

=B854

V9713.51

!

#45468:H$J86.Z8%H2X.1.6.

(

$280.64068ZZ.1.502:T20140.0.H

(

.140:1.2:

(

0$C,,hT

3

W=H4

V

5.01$52

(

:00.185

V

!

4560B1$:

V

B0B.H.0B$6$Z0B.f)14

3

68ZZ14/08$5

!

.%./01$52/45585

V

H8/1$2/$

(3

!

85Z141.6456?4H452

(

./014

!

0B.

(

1.2.50

(

4

(

.1

20:68.20B.201:/0:1.

(

1$

(

.108.2$Z0B$2.Z8%H2

!

4560B1$:

V

B0B.H.0B$6$Z2

(

./01:HH.42:185

V

456Z80085

V

!

0B82

(

4

(

.120:68.20B.

$

(

08/4%

(

1$

(

.108.2$Z0B.Z8%H2e70%$X0.H

(

.140:1.$Z

(

1.

(

41408$50B.$

(

08/4%Z8%H2B4A.B8

V

B$

(

08/4%01452H80045/.eMB.Z8%H2

(

1.

(

41.640%$X2:T20140.0.H

(

.140:1.

"

%$X.10B45+,,h

#

B4A.4H$1

(

B$:2201:/0:1.4562$H.Z8%H2

(

1.

(

41.640B8

V

B2:T20140.

0.H

(

.140:1.2

"

B8

V

B.10B45+,,h

#

B4A.

(

$%

3

/1

3

204%%85.201:/0:1.eMB.Z8%H2

6

$

(

08/4%

(

414H.0.12X.1.4/B8.A.6T

3

:285

V

/%4228/

H$6.%0$Z800B./B414/0.18208/$Z01452H80045/.e

R4

:

T-367

!

#45468:H$J86.Z8%H2

&

W=H4

V

5.01$52

(

:00.185

V

&

K%014A8$%.0)A828T%.

"

K#)#82

#

2

(

./01:H

&

N5Z141.62

(

./01:H

"

LM)

N?

#&

O42.1?4H452

(

./01:H

"

?./.8A.69:5e"D

!

+,",

&

4//.

(

0.6-.

(

e++

!

+,",

#

!!

"

=$11.2

(

$5685

V

4:0B$1

欢迎订阅
!!

欢迎投稿
!!

欢迎刊登广告

&分析试验室'技术期刊

!!!

国内统一刊号"

='"")+,"G

#

ML

!!!

国际标准刊号"

N--'",,,),G+,

国际
=@W<'

码"

L<'-<C

邮发代号"

D+)C!"

国外代号"

>DCD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CC"

号

!!

0分析试验室1是中文核心期刊!月刊!大
"*

开!

"+D

页!国内外公开发行%

0分析试验室1

"ED+

年创刊!目前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分析化学专业刊物%影响遍及冶金$地质$石油化工$环保$药物$食

品$农业$商品检验和海关等社会各行业及各学科领域%0分析试验室1以突出创新性和实用性为办刊宗旨!作者来自全国各

行业的生产$科研第一线&已被列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用期刊$美国.

=7

千种表/中我国化学化工类核心

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等国内外多家检索数据库$文摘收录!影响因子连续多年列化学类前

列%本刊常设.研究报告/$.研究简报/$.仪器装置与设备/等栏目%.定期评述/栏目系统发布特邀知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国内

外分析化学各领域的综合评述!连续跟踪学术发展前沿%.国际会议/栏目每期介绍影响广泛的分析化学领域国际学术交流会

议%

+,""

年0分析试验室1每期定价
"D

元!全年
"+

期!

+"*

元%

全国各地邮局征订!邮发代号
D+)C!"

%漏订的读者可直接与编辑部联系%

编辑部地址'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

号
!!

邮编'

",,,DD

电话'

,",)D+,"!!+D

!!

.)H48%

'

454%

3

282%4T

!

+*!e5.0

&

454)85Z$

!

+*!e5.0

EE

第
"

期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