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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和砷化稼的电子结构不同
�

前者属于间接带隙

半导体
,

电子在价带和导带间的跃迁需要伴随声子的

吸收或发射  而砷化徐属于直接带隙半导体
,

电子可以

直按在价带和导带间跃迁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砷化

稼的发光效率远远大于硅
�

目前半导体光电器件均由

砷化稼等直接带隙半导 体制成
�

多孔硅是在单晶硅表面上制成的厚度约 !一 !∀ 砰#∃

的薄膜
,

其中含有百分之几十的孔隙
,

孔隙的横向直径

很小
,

其量级为 ! ∀∃ % ,

而高度可达 拼% 量级
�

多孔硅

在硅器件上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

多年来不断有论文发

表
�

但是最近的发展有了突变
,

这就是二
、

三年来发现

的多孔硅在室温下就具有很强的光致发光和电致发光

效应
,

为硅在光电子领域的重要应用打开了道路
�

有

人估计
,

如果多孔硅研究和工艺成熟
,

目前许多砷化稼

光电器件将被硅光电器件代替
�

这种前景推动了国内

外半导休界以至物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

出现了

多孔硅热
。

《

半导体学报
》

是我国半导体科学方面的核 心 期

刊
,

下面介绍该刊近期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有关多孔硅

方面的论文
�

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学者巳经

开始进入这一研究前沿
、

并且已得到一些新的成果
�

据悉
,

其他期刊也将有原始论文和综述发表
�

《

半导体学报
”
在 �” ! 年 !! 月 & 日收到北京大学

物理系张丽珠等的第一篇多孔硅方面的论文
,

并且在
! ∋ ∋ ( 年 ) 月的一期上以

“
研究快报 ” 的方式发表

�

北

京大学秦国刚小组所写的论文研究了光致发光带对单

晶硅电阻率
、

电解液成分
、

电解电流密度和 电解时间的

依赖关系
,

并且根据发光谱估算多孔硅的量子线尺寸

为 (
�

∗一 )
·

#∃ %�
!∋ , ( 年 ( 月 ( ! 日 “

半导体学报
》
收到南京大学物

收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张丽珠等
、

有色研究总院朱悟新

的论文
,

文中报道他们以 + , 阳极氧化制备的多孔硅

在大气中存放 ( 小时至 )∀ 天
,

红外吸收谱中与氧有关

的局域振动吸收增强的速率远大于与氢
、

氟有关的振

动吸收降低的速率
,

而光致发光强度的下降速率则居

于二者之间
�

�夕∋ (年 ∗ 月(旧 该学报收到复旦大学物理系张甫

龙等的论文
�

复旦大学王迅小组所写论文研究了多孔

硅的电致发光
�

在多孔硅上淀积半透明全膜后
,

当正

向偏压加到 ! − .
、

电流密度为 !。。% / 0
。%

’

时
,

观察到稳

定的电致可见光发射现象
�

伏安曲线的测量表明它有

明显的类似二极管的整流特性
�

− 月份
《
半导体学报

》

收到复旦大学王迅小组的论

文1报道了红外多光子激发多孔硅荧光的新现象2
,

南

京大学郑有抖小组的
“
多孔硅电致发光

, ,

吉林大学李

晓天等的
“ + ,

—
醇溶液制备多孔硅的机理研究”和

“
以多孔硅为衬底的赋能低温减压光 3 . 4 法

” �

5 月

份该学报收到北京大学张树霖等的
“
多孔硅光荧光谱

的台阶行为与量子限制效 立
”

�

了

复旦多孔硅发光研究又获新进展

据
《
研究进展 简报

》
报道

,

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

实验室在国内首次观察到电致发光和在国际上首次发

现多孔硅的非线性光学效应之后
,

又获得 两 项 新 进

展 6

!
�

电致发光的功耗低于文献报道的水平

目前
,

他们制成的多孔硅电致发光样品
,

其发光

的阂值电流和电压已减小到 5 .
、

) 7 % 人0
8 %

’ ,

比国际上

迄今所报道过的功耗值都来得低
�

从下表的比较可以

看出
,

他们所获得的电致发光特性达到文献报道的最

好水平
。

理系柳承恩等的论文
。

他们的

多孔硅样品由电化学和化学溶

蚀法制备
�

他们发现在大气环

境中使蓝光激光的发光带有显

著的
“

蓝移
” ,

谱峰向低波长方

向移动达 ∗∀
∃ %

�

文中还给出

了电子显微镜研究结果
�

这些

结果说明 6 “

蓝移”能用量子尺

寸效应说明
�

! , , (年 略月! ∗ 日该学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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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可见见 黄色色 大面积积

情情况况 橙色量子子 面积上一些红色色色 持续时间长长 较均匀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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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