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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高温固相法制备了Ｄｙ
３＋掺杂的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 荧光粉。利用ＸＲＤ、ＳＥＭ、激发发射光谱以及

色参数等研究了所制备荧光粉的结构和发光性能以及狓值对荧光粉性能的影响。ＸＲＤ图像表明当狓＝１和

狓＝０时样品为ＣａＭｏＯ４ 和ＳｒＭｏＯ４ 单一相。ＳＥＭ图像表明在７５０℃下煅烧３ｈ制备的样品粒径为０．２～１．０

μｍ，适合固态发光器件的要求。监测５７６ｎｍ得到的样品的激发光谱由２５０～３４０ｎｍ之间的一个宽带和３４０

～４６０ｎｍ之间的一系列尖峰组成。改变Ｓｒ／Ｃａ的值，电荷迁移带激发峰位置发生变化，而窄带跃迁的激发

峰强度发生变化。用３５０ｎｍ波长激发样品得到的发射谱由峰值位于４８０和５７６ｎｍ的两个窄带组成，它们

是由４犉９／２→
６犎１５／２和

４犉９／２→
６犎１３／２跃迁引起的。黄色发射峰和蓝色发射峰的强度比Ｙ／Ｂ随着Ｓｒ／Ｃａ比值的变

化而变化。

关键词　ＬＥＤ；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Ｄｙ
３＋荧光粉；固相法；激发光谱；发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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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１９９７年，第一支由ＧａＮＬＥＤ和钇铝石榴石组合而成的

白光ＬＥＤ固态照明器件问世，这使得荧光粉转换（ＰＣ）ＬＥＤ

成为固态发光的一项重要技术［１］。随着半导体技术的不断发

展，ＬＥＤｓ的发射带由蓝光移动到３５０～４００ｎｍ的紫外（ＵＶ）

部分，由于人眼对ＩｎＧａＮ管芯发射的３５０～４１０ｎｍ波段光不

敏感，所以这类白光ＬＥＤ的颜色只由荧光粉决定。ＵＶ激发

三基色荧光粉和ＵＶ激发单一基质荧光粉的白光ＬＥＤ组合

模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能够被ＵＶ光激发的三基色荧

光粉以及单一基质荧光粉成为研究的热点［２］。

Ｄｙ
３＋离子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一种稀土离子，一般情况

下，Ｄｙ
３＋ 在可见光范围内的特征发射为４８６ｎｍ（４犉９／２→

６犎１５／２）的蓝光发射和 ５７５ｎｍ（
４犉９／２→

６犎１３／２）的黄光发

射［３５］。改变过程参数可以得到不同的黄光和蓝光强度比（Ｙ／

Ｂ），当Ｙ／Ｂ适当时可发出暖白光，故Ｄｙ
３＋掺杂的发光材料

有可能作为双基色荧光粉而得到实际应用。

钼酸盐是一种重要的光学材料，它被广泛的应用于量子

电子器件的激光基质材料、医学器件的闪烁材料以及Ｘ射线

增感屏的荧光粉等材料［６］。ＣａＭｏＯ４，ＳｒＭｏＯ４ 属于典型的白

钨矿结构化合物，它中心的 Ｍｏ离子与四个位于四面体顶点

的Ｏ２－离子配位，形成了稳定的结构。所以钼酸盐可以作为

白光ＬＥＤ用荧光粉的一种候选材料。

本文利用高温固相法合成了Ｄｙ
３＋激活的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

荧光粉，并研究了Ｄｙ
３＋掺杂浓度以及Ｓｒ／Ｃａ对发光强度以

及色坐标等光学参数的影响。

１　实　验

　　利用高温固相法合成了一系列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Ｄｙ
３＋荧

光粉体。按化学计量比称取一定量的 ＣａＣＯ３（分析纯），

ＳｒＣＯ３（分析纯），Ｈ２ＭｏＯ４（分析纯）和Ｄｙ２Ｏ３（纯度９９．９９％）

混合物。混合研磨均匀，在７５０℃下焙烧３ｈ，自然冷却后取

出样品。在室温下将粉体用１～２ｍｏｌ％的稀硝酸溶液抽滤，

并用去离子水洗涤后置于干燥箱中烘干即可得到白色固体粉

末。

采用美国ＸＲＤ６０００型衍射仪（辐射源为Ｃｕ靶 Ｋα，４０

ｋＶ，２５ｍＡ，λ＝０．１５４０６ｎｍ）测定样品的Ｘ射线衍射图。用

ＫＹ１０００Ｂ扫描电镜测量其表面形貌。采用日立Ｆ４６００荧光

光度计测量材料的激发光谱（氙灯作为激发源），美国ＳＰＥＸ

１４０４双光栅光谱仪测量发射光谱。ＰＭＳ５增强型紫外可见



近红外光谱仪测量发射光谱。所测得的数据都是在室温下完

成的。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样品的犡犚犇图像分析

图１给出了不同Ｓｒ／Ｃａ比的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０．０５Ｄｙ
３＋

的ＸＲＤ谱图（狓＝０，０．２，０．５，０．７，１）。经与ＪＣＰＤＳ标准卡

片２９０３５１和０８０４８２比对，狓＝０和１时，样品分别为单相

的ＳｒＭｏＯ４ 和ＣａＭｏＯ４ 粉体。当狓＝０．２，０．５，０．７时，样品

的衍射峰相对位置基本不变，只是随着Ｓｒ２＋的增加整体向小

角度方向移动。它们都是具有四方晶系和Ｉ４１／ａ空间群结构

的白钨矿结构。计算得到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０．０５Ｄｙ
３＋的晶格

常数如图２所示，由于Ｓｒ２＋半径（０．１１２ｎｍ）大于Ｃａ２＋半径

（０．０９９ｎｍ），随着狓 的不断增大，晶格常数不断减小。

ＣａＭｏＯ４ 的晶格常数为（犪＝犫＝０．５２１２，犮＝１．１４２８），Ｓｒ

ＭｏＯ４ 的晶格常数为（犪＝犫＝０．５４０６，犮＝１．１９８８），与ＪＣＰ

ＤＳ软件中的数据接近。

犉犻犵１　犡犚犇狆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００４犇狔
３＋
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狊

犉犻犵２　犔犪狋狋犻犮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

００４犇狔
３＋
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狊

２２　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犇狔
３＋样品的犛犈犕图像

图３给出了７５０ ℃下煅烧３ｈ制备的 Ｃａ０．９６ＭｏＯ４∶

０．０４Ｄｙ
３＋，Ｓｒ０．５Ｃａ０．４６ ＭｏＯ４ ∶０．０４Ｄｙ

３＋ 和 Ｓｒ０．９６ ＭｏＯ４ ∶

０．０４Ｄｙ
３＋荧光粉的ＳＥＭ 图像。图像显示，荧光粉呈不规则

形状，有一定的团聚现象发生。颗粒大小在０．２～１．０μｍ之

间，适合固态发光器件用荧光粉的粒度要求。

２３　犛狉／犆犪对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犇狔
３＋发光性能的影响

图４给出了Ｓｒ／Ｃａ为１，０．５和０时样品的激发光谱。由

犉犻犵３（犪）　犛犈犕狆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犆犪０９６犕狅犗４∶００４犇狔
３＋
狆犺狅狊狆犺狅狉

犉犻犵３（犫）　犛犈犕狆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犛狉０５犆犪０４６犕狅犗４∶

００４犇狔
３＋
狆犺狅狊狆犺狅狉

犉犻犵３（犮）　犛犈犕狆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犛狉０９６犕狅犗４∶００４犇狔
３＋
狆犺狅狊狆犺狅狉

犉犻犵４　犈狓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

００４犇狔
３＋
狆犺狅狊狆犺狅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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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可以看出，监测５７６ｎｍ得到的不同Ｓｒ／Ｃａ比的激发光谱

具有相似的结构。样品的激发光谱由位于２５０～３４０ｎｍ之间

的一个宽带和３４０～４６０ｎｍ之间的一系列窄带激发峰组成。

在３４０～４６０ｎｍ范围内激发峰位于３５０ｎｍ（６犎１５／２→
６犘７／２），

３６６ｎｍ（６犎１５／２→
６犘５／２），３８８ｎｍ（

６犎１５／２→
４犕２１／２），４２７ｎｍ

（６犎１５／２→
４犌１１／２）和４５２ｎｍ（

６犎１５／２→
４犑１５／２），其中３５０ｎｍ处

的激发峰强度最强，３６６和４５２ｎｍ处的激发峰次之。位于

２５０～３４０ｎｍ的宽带是由Ｄｙ
３＋Ｏ２－电荷迁移带引起的，而

３４０ｎｍ以后的弱峰是由Ｄｙ
３＋的犳—犳跃迁引起的。由图４可

以看出，电荷迁移带峰值随着Ｓｒ２＋的增加出现蓝移，在Ｓｒ

ＭｏＯ４∶０．０５Ｄｙ
３＋，Ｓｒ０．５Ｃａ０．５ＭｏＯ４∶０．０５Ｄｙ

３＋和ＣａＭｏＯ４∶

０．０５Ｄｙ
３＋中的峰值分别为２８９，２９１和２９３ｎｍ。电荷迁移带

的位置与Ｏ２－和 Ｄｙ
３＋ 之间的共价键有很大的关系。Ｏ２－ 和

Ｄｙ
３＋之间的能量增加表明它们之间的共价键能降低。由于

Ｍｏ６＋的共价半径（０．１３ｎｍ）大于Ｓｒ２＋和Ｃａ２＋的离子半径，

所以 Ｄｙ
３＋Ｏ２－ 之间的共价键主要由 Ｍｏ—Ｏ键决定。由于

Ｓｒ２＋半径大于 Ｃａ２＋ 半径，Ｓｒ２＋ 电负性小于 Ｃａ２＋ 电负性，

Ｓｒ—Ｏ键共价键能小于 Ｃａ—Ｏ 键能，随着Ｓｒ２＋ 数目增加，

Ｍ—Ｏ键的共价键能升高，Ｏ→Ｍ 之间的跃迁能量减少，从

而电荷迁移带出现蓝移［７９］。由Ｄｙ
３＋的犳—犳跃迁引起的窄

带激发峰位置几乎不受基质的影响，强度随着Ｓｒ２＋的增加而

减小。结果表明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０．０４Ｄｙ
３＋荧光粉可被紫外

光有效激发。

　　图５给出了３５０ｎｍ 紫外光激发下得到的ＳｒＭｏＯ４∶

Ｄｙ
３＋和ＣａＭｏＯ４∶Ｄｙ

３＋ 的发射光谱。发射光谱中观察到

Ｄｙ
３＋的４犳—４犳跃迁特征发射峰，峰值波长分别为４８０ｎｍ

（４犉９／２→
６犎１５／２，蓝光）和５７６ｎｍ（

４犉９／２→
６犎１３／２，黄光），其中

主峰为５７６ｎｍ。ＳｒＭｏＯ４∶Ｄｙ
３＋和ＣａＭｏＯ４∶Ｄｙ

３＋的两组发

射强度比分别为１∶５和１∶３。由插图可以看出，随着狓的

不断增加，位于４８０ｎｍ处的发射峰强度基本不变，而位于

５７６ｎｍ处的发射峰强度随Ｓｒ的减少而逐渐增强，因为４犉９／２

→
６犎１３／２跃迁属于超敏跃迁，受周围晶体环境影响较大，

４犉９／２→
６犎１５／２跃迁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小。Ｄｙ

３＋ 在 Ｓｒ１－狓

Ｃａ狓ＭｏＯ４∶Ｄｙ
３＋中的猝灭浓度为０．０５ｍｏｌ－１，远高于Ｄｙ

３＋

在其他基质中的猝灭浓度［１０，１１］。在钼酸盐化合物中，钼酸根

（ＭｏＯ４）
２－占有很大的空间，导致Ｃａ２＋Ｃａ２＋，Ｓｒ２＋Ｓｒ２＋之间

的距离增大，这些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减弱，当Ｓｒ２＋或Ｃａ２＋

被Ｄｙ
３＋等替代时，Ｄｙ

３＋之间的距离增大，所以猝灭浓度增

大［１２１４］。

犉犻犵５　犈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狆犺狅狊狆犺狅狉

２４　犛狉／犆犪对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犇狔
３＋色参数的影响

表１给出了不同Ｓｒ／Ｃａ比值时的ＣＩＥ色坐标及相关色

温。由表中可以看出，随着Ｃａ２＋增加样品的色坐标值向黄色

区域移动，说明黄色发射峰增加速度较快，Ｙ／Ｂ的值逐渐增

大，色温逐渐降低。调节不同的Ｓｒ／Ｃａ的值，可以得到不同

色温的荧光粉。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犾狅狉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狊

Ｓｒ／Ｃａ 狓 狔 相关色温／Ｋ 显色指数／Ｒａ

０ ０．３１８３ ０．３９５９ ３９８２ ３２．６

０．２ ０．３１９３ ０．３９７２ ３９４４ ３０．７

０．４ ０．３３０２ ０．４０３２ ３７９０ ２４．３

０．６ ０．３３７６ ０．４１９９ ３６６６ ２２．３

０．８ ０．３４１４ ０．４２１５ ３５４８ ２１．０

１．０ ０．３５２１ ０．４４１３ ３３５６ １８．６

３　结　论

　　采用高温固相法合成了不同Ｓｒ／Ｃａ的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

０．０４Ｄｙ
３＋荧光粉。样品的激发光谱由一宽带谱和一系列窄带

组成，最强激发峰位于３５０ｎｍ处。样品的发射峰由位于４８０

ｎｍ的蓝光发射和５７６ｎｍ处的黄光发射组成。Ｙ／Ｂ随Ｓｒ／Ｃａ

比不断变化，调节Ｓｒ／Ｃａ比可以得到不同色温的白光。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ｍｉｎ，ＷＵＨａｏ，ＳＵＱｉａｎｇ（张新民，吴　昊，苏　锵）．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８，２８

（７）：１４８３．

［２］　ＳｏｎｇＹＨ，ＪｉａＧ，Ｙ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７，９４：０９１００２．

［３］　ＡｍｕｒｉｓａｎａＢ，ＹａｎｇＨ，ＴａｏＣＹ，ｅｔａｌ．Ｊ．Ｌｕｍｉｎ．，２００８，１２８：６０．

［４］　ＦａｎｇＹ，ＺｈｕａｎｇＷＤ，ＨｕＹＳ，ｅｔａｌ．Ｊ．Ａｌｌｏｙ．Ｃｏｍｐｄ．，２００８，４５５：４２０．

［５］　ＨａｎＸＭ，ＬｉｎＪ，ＬｉＩ，ｅｔａｌ．Ｊ．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２００８，２６（６）：９０４．

［６］　Ｈｕ，ＹＳ，ＺｈｕａｎｇＷＤ，ＹｅＨＱ，ｅｔａｌ．Ｊ．Ａｌｌｏｙ．Ｃｏｍｐｄ．，２００５，３９０（１２）：２２６．

［７］　ＳｕＱ．Ｉｎｏｒｇ．Ｍａｔｅｒ．，１９８７，２：１．

［８］　ＰｅｉＺ，ＳｕＱ，ＬｉＳ．Ｊ．Ｌｕｍｉｎ．，１９９１，５０（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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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ＨａｑｕｅＭ Ｍ，ＫｉｍＤＫ．Ｍａｔｅｒ．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６３（９１０）：７９３．

［１０］　ＰＥＮＧＹｉａｎ，ＣＡＯＸｉａｏｍｅｉ，ＬＥＩＣｈｕｎｈｕａ，ｅｔａｌ（彭夷安，曹小妹，雷春华，等）．Ｊ．Ｃｈｉｎ．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ｏｃ．（中国稀土学报），２００４，

２２（５）：５９６．

［１１］　ＹａｎｇＣＨ，ＰａｎＹＸ，ＺｈａｎｇＱＹ．Ｍ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ｇ．Ｂ，２００７，１３７（１３）：１９５．

［１２］　ＬｉｕＪ，ＬｉａｎＨＺ，ＳｈｉＣＳ．Ｏｐｔ．Ｍａｔｅｒ．，２００７，２９（１２）：１５９１．

［１３］　ＺｈａｏＸＪ，ＷａｎｇＸＪ，ＣｈｅｎＢＪ，ｅｔａｌ．Ｊ．Ａｌｌｏｙ．Ｃｏｍｐｄ．，２００７，４３３：３５２．

［１４］　ＷａｎｇＪＧ，ＪｉｎｇＸＰ，ＹａｎＣＨ，ｅｔａｌ．Ｊ．Ｌｕｍｉｎ．，２００６，１２１（１）：５７．

犉犪犫狉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犔狌犿犻狀犲狊犮犲狀狋犘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犇狔
３＋ 犇狅狆犲犱犛狉１－狓犆犪狓犕狅犗４

ＧＵＡＮＬｉ１，ＬＩＸｕ１
，２，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１，２，ＪＩＮＬｉｔａｏ１，ＹＡＮＧＹａｎｍｉｎ１，ＬＩＰａｎｌａｉ１，ＹＡＮＧＺｈｉｐｉｎｇ
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ｅ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ｄｉｎｇ　０７１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ｅ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ｄｉｎｇ　０７１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Ｄｙ
３＋ ｄｏｐｅｄ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狓ｏｎｔｈ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ＸＲＤ，ＳＥＭ，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ｏｆＣａＭｏＯ４ａｎｄＳｒＭｏＯ４ｗｈｅｎ狓＝１ａｎｄ

狓＝０．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ｉｚ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ａｔ７５０℃ｆｏｒ３ｈｗｅｒｅ０．２～１．０μｍ，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ｍａｔｃｈｅｄｗｉｔｈ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ｄｅｖｉｃｅ．Ｔｈ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ａｔ５７６ｎｍ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ａ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ａｔ２５０～３４０ｎｍａｎｄａｓｅ

ｒｉｅｓｏｆ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ａｔ３４０～４６０ｎｍ．Ｔｈ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ｎａｒｒｏｗ

ｂａｎｄｓｖａｒｉｅｄｗｉｔｈＳｒ／Ｃａ．Ｔｈ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ｅｘｃｉｔｅｄｂｙ３５０ｎｍ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ｔｗｏ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ｓａｔ４７０ａｎｄ５７６ｎｍ，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４犉９／２→
６犎１５／２ａｎｄ

４犉９／２→
６犎１３／２．Ｔｈ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ｂｌｕ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ｖａ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ｒ／Ｃ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ＬＥＤ；Ｓｒ１－狓Ｃａ狓ＭｏＯ４∶Ｄｙ
３＋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Ｍａｙ２６，２０１０；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Ａｕｇ．２８，２０１０）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

敬告读者———《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已全文上网

　　从２００８年第７期开始在《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网站（ｗｗｗ．ｇｐｘｙｇｐｆｘ．ｃｏｍ）“在线期刊”栏内

发布《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期刊全文，读者可方便地免费下载摘要和ＰＤＦ全文，欢迎浏览、检

索本刊当期的全部内容；并陆续刊出自２００４年以后出版的各期摘要和ＰＤＦ全文内容。２００９

年起《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每期出版日期改为每月１日。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期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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