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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能化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材料与环境应用》是以新型的阳极氧化TiO2纳米管阵列功能材料为
主要介质，以环境科学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重金属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消减，高毒性有机
污染物的快速检测，绿色清洁能源的构建为主要研究方向展开科学研究。
全书共设7章，从TiO2纳米材料的特性为出发点，探讨了阳极氧化TiO2纳米管阵列的生长机理，应用
各种化学、电化学手段将贵金属纳米颗粒、碳纳米管、窄禁带氧化物半导体、硫属半导体等修饰
到TiO2纳米管阵列上，制备了一系列结构高度有序，具有优异的光电转换效率、光学特性、电学特性
的纳米功能材料，在污染控制、污染分析、新能源开发三方面取得初步应用成效。
　　《功能化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材料与环境应用》可为从事光电纳米功能材料制备及应用研究的同
行们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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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介电限域效应当用电容率较小的材料修饰半导体纳米材料表面时，带电的半导体纳米粒子
发出的电场线很容易穿过电容率比自己小的包覆层。
因此，屏蔽效应减小，带电粒子间的库仑作用力增强，结果增强了激子的结合能和振子强度，引起量
子点电子结构变化。
量子点中的电子、空穴和激子等载流子受到影响，这种现象称为介电限域效应。
对于超微粒子来说，随着粒径减小，红移和蓝移同时起作用，一般导致蓝移的电子一空穴空间限域起
主导作用，因而主要观察到的为量子尺寸效应。
但是当对超微粒表面进行化学修饰后，如果半导体材料和包覆材料的介电常数相差较大，便产生明显
的介电限域效应，屏蔽效应减弱。
半导体材料和包覆材料的介电常数差值越大，则介电限域效应越强，红移越大。
　　当表面效应引起的能量变化大于由于空间效应所引起的变化时，超微粒的表观带隙减小，反应到
吸收光谱上就表现出明显的红移现象。
因此，纳米半导体微粒增强的介电限域效应，使它的光学性能不同于常规的半导体。
当纳米颗粒的粒径小到一定值时，可在一定波长的光激发下发光。
例如，粒径小于6nm的硅在室温下可发射可见光，这是由半导体纳米晶体结构产生的尺寸量子效应和
介电限域效应并由此派生出的独特的发光特性。
半导体的光致发光原理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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