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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固体物理》主要阐述有机分子及其固体的结构和力学、电学、磁学、光学等物理性质，涉及当
前在有机固体物理中一些成熟的理论图像，并论述了相关前沿研究现状. 本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概述固
体物理一般概念和问题；第二章简述有机分子及其固体的结构；第三至第七章为有机固体中的元激发
和导电、光学、磁学等特性；第八章为生物大分子物理简介；第九章则介绍全碳材料，例如碳纳米管
、富勒烯和石墨烯等材料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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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光子吸收，在大部分有机太阳能电池中，由于材料的带隙过高，只有一小部分
入射光被吸收。
通常情况下，带隙为1.1eV（1100nm）的材料可以吸收77%的太阳辐射，然而大部分半导体聚合物的带
隙都高于2.0eV（600nm），这使得吸收效率只能达到30%，在光跃迁过程中，被激发到导带中的电子
和在价带中的空穴由于库仑相互作用，将形成一个束缚态，称为激子。
 2）激子扩散，光伏器件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光激发激子都应该到达一个解离的位置。
由于这样一个位置有可能在半导体层的一侧，所以激子的扩散长度应该至少等于薄膜的厚度（满足足
够的吸收），否则激予就会通过辐射或无辐射的方式失活，造成吸收光子的浪费。
 3）激子解离，激予的解离发生在半导体／金属界面处、杂质处或在两种具有足够不同电子亲合势和
电离势的材料之间，此时一种材料作为电子受体，另一种材料作为电子给体。
如果电子亲合势和电离势之差不足，激子有可能只是跳跃到具有较低带隙的材料上而没有解离，对光
电流没有贡献。
结是激子解离的一个位置，对于单层器件，在其中一个电极处形成肖特基结，激子在电极与有机半导
体界面处解离。
对于双层器件，激子在施体一受体界面处形成p-n结解离。
 4）电荷输运，在电荷向电极的传输过程中，电荷有可能重新复合为激子或其他，尤其是电子和空穴
在同一材料中传输时，而且，电荷与原子或其他电荷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输运速度，因而限制电流的
产生。
载流子在输运过程中可能发生三种情况：（Ⅰ）两种载流子相遇；（Ⅱ）两种载流子不相遇；（Ⅲ）
载流子被杂质或缺陷俘获。
显然，Ⅰ和Ⅲ两种情况都有可能造成载流子的损失。
 5）电荷收集，电荷的收集效率也是影响光伏器件功率转换效率的关键因素，金属与半导体接触时会
产生一个阻挡层，阻碍电荷顺利地到达金属电极。
 2.有机光伏器件制备及性能 有机太阳能电池以其成本低、可弯曲和面积大的优点备受学术界和工业部
门的关注。
尽管目前有机光伏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低，不足10%，还不能与无机半导体光伏电池相抗衡，更没达
到商业化的要求。
但它可作为用于高日照、尚不具备开发价值地区（如沙漠）等的低值光电转换设备而投入实际应用。
为此，各国研究人员都在不断进行有机光伏电池的研究，期望能得到新的多功能和高效率的光电池。
有机光伏器件的制备过程及其性能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中，器件结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单层
、双层、共混、级联等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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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固体物理》可供凝聚态物理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的高年级本科生或
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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