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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原子簇嵌入模式的电荷自洽离散变分法（ＳＣＣＤＶＸαＥＣＭ）对单斜型 ＶＯ２ 的电子结构和光电性质进

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表明，单斜型ＶＯ２ 带隙宽度为０．４４１１ｅＶ，费米能级在带隙中间以上０．００３６５ｅＶ靠近导带处，

和实验数据符合得很好。单斜型ＶＯ２ 的总能（－５６８．１８ｅＶ）比金红石型 ＶＯ２ （－４７０．３３ｅＶ）小，说明外加能量如

升高温度会使单斜型ＶＯ２ 相变至金红石型ＶＯ２。吸收系数在低频率段和实验情形符合得很好，光电导率在２．５～

１３．５ｅＶ的变化趋势和其他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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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ＶＯ２ 在６８℃左右发生低温半导体态到高温金

属态的相变［１］，同时其光电性质发生突变。ＶＯ２ 的

相变性质使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ＶＯ２ 红外脉

冲激光防护膜、非制冷红外探测材料、光盘材料、全

息存储材料、新型 ＭＯＳ晶体管开关电路、相变型红

外微开关、红外辐射测热计、可变反射镜、电致变色

显示材料等。因此对 ＶＯ２ 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在近年来的文献中，对氧化钒已经有了不少

的实验和理论研究［２～１３］，但是由于单斜结构比较复

杂，其对称性的选择较为困难，因此计算难度较大，

发表的理论计算结果很少。本文采用原子簇嵌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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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电荷自洽离散变分方法（ＳＣＣＤＶＸαＥＣＭ）
［１４］

对单斜型ＶＯ２ 进行了严格的计算。对单斜型ＶＯ２

的结构选取了比较合理的计算模型，再对其电子结

构和光电性质进行了计算，所用理论和有关结果可

进一步推广应用于其他半导体材料电子结构和光电

性质的理论研究。

２　理论方法与计算模型

２．１　基本理论方法

使用密度泛函理论的 ＨａｒｔｒｅｅＦｏｃｋＳｌａｔｅｒ方

法进行计算。在Ｂｏｒｎ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近似（绝热近

似）下，进一步假设电子是在原子核和其他电子所形

成的平均场中运动（单电子近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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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第一项为单电子在核势场中的哈密顿量，第二项为所有电子作用于狉１ 处电子的库仑势，第三项为交换

关联势，犣α为第α个原子核所带电量，狉１为单电子位置坐标，狉α１ 为第α个原子核与单电子的距离，（狉１）为单

电子的波函数［１５］。在此基础上，Ｓｌａｔｅｒ进一步假定，以自由电子气体的均匀电荷密度，作为平均交换电荷密

度的近似。之后，ＨｏｈｅｎｂｅｒｇＫｏｈｎＳｈａｍ理论又给以修正，得到交换关联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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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为常数，其取值可调，与材料有关。

相应的薛定谔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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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求解薛定谔方程，采用原子簇嵌入模式的

电荷自洽离散变分法，既可以提高计算效率，也可以

得到较好的计算精度。

２．２　晶体结构与计算模型的选取

１）单斜ＶＯ２ 的空间群为犘２１／犮（１４），晶格常数

为犪＝０．５７４３ｎｍ，犫＝０．４５１７ｎｍ，犮＝０．５３７５ｎｍ，

β＝１２２．６１°。以顶角为坐标原点时，原子坐标为

Ｖ（０．２４２，０．９７５，０．０２５）Ｏ（１）（０．１，０．２１，０．２０）Ｏ（２）

（０．３９，０．６９，０．２９）。在单斜 ＶＯ２ 结构中，沿着氧八

面体和相邻两个八面体共边连接成长链的力向上形

成Ｖ—Ｖ时，钒原子间距离按０．２６５ｎｍ和０．３１２ｎｍ

的 长 度 交 替 变 化。使 用 的 初 始 原 子 团 簇 为

Ｏ２Ｖ２Ｏ４Ｏ４，如图１中有标示的小球所示，包括了２

个Ｖ４＋离子和１０个Ｏ２－离子，共１２个离子，对称性

取为犇２犺，其中考虑了 Ｖ—Ｖ 键长度的交替变化。

坐标原点选在 Ｖ—Ｖ键中心，４种势类型的坐标依

次为：Ｏ（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７８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０７７５），Ｏ（３．６０２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０７７５），

Ｏ（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２０８４，５．４５９９４）。另外还选择了另一

种初始原子团簇 Ｏ２Ｖ１Ｏ２Ｏ２，包括了１个 Ｖ
４＋离子

和６个Ｏ２－离子，共７个离子，对称性亦取为犇２犺，但

对Ｖ—Ｖ键长近似地取了平均值，没有完全反映真

实晶体中Ｖ—Ｖ键长度的交替变化。通过计算结果

和实验的对比可以看出，由于前者所选的初始原子

簇比较真实地模拟了单斜ＶＯ２ 的结构，因此和实验

结果符合得很好。

图１ 晶体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ｐｈｏｆ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所有计算过程是一个自洽的过程，计算的精

度大于１０－５。为了保证收敛，使用了球型漏斗势。

其中 Ｖ４＋ 球型漏斗势势阱参数为：势阱半径为

４．８ｅＶ，阱深６．０ｅＶ。Ｏ２－球型漏斗势势阱参数为：

势阱半径为２．５ｅＶ，阱深６．０ｅＶ。

３）为了节约计算时间，采用了冻结内层轨道电

子近似，对 Ｖ４＋：冻结１狊２２狊２２狆
６ 轨道，对Ｏ２－：冻结

１狊２ 轨道。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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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嵌入的微晶中，原子数目多少的选取十分重

要，太少不能正确反映晶体的特征；太多会导致计算量

的过分繁重，超过所用计算机的内存，在选择时依照其

结构对称性原则选取了４９５个原子组成的微晶。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电荷密度

根据计算结果得到单斜ＶＯ２ 的电荷密度分布，

平面图及其立体图如图２所示。其中图２（ａ），（ｂ）

分别为３个原子的平面图和立体图，图２（ｃ），（ｄ）分

别为９个原子的平面图和立体图。原子位置坐标已

归一化，立体图纵坐标表示电荷密度。分析该图所

示电荷分布，观察到单斜 ＶＯ２晶体结构中，各晶格

点处形成高密度电荷分布。图２（ａ）所示为侧面３

个氧原子［图１中的 Ｏ（１）］的情形，在图２（ｂ）中，由

于图１中第一类氧［Ｏ（１）］和第二类氧［Ｏ（２）］重叠，因

此只得到中心的２个钒原子与周围７个氧原子［图

１中的Ｏ（１）和 Ｏ（３）］的情形，并且从密度分布差异可

以看出Ｏ（１）和 Ｏ（３）是两种不同的氧，这恰恰模拟了

图１的情形，为下面的计算提供了依据。

图２ 电子密度分布平面图及立体图

Ｆｉｇ．２ Ｉｃ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ｒ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ｐｈｏｆｃｈａｒ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２　总能

总能由求解薛定谔方程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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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波函数犻的同时也可得到能量本征值犈犻，但对本征值求和（∑
犻

犈犻）的结果并不等于系统的总能量，其系

统的总能量值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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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计算得到的电荷密度值代入总能（３）式后，积

分求得系统总能犈ｔｏｔ＝－５６８．１８ｅＶ，与金红石型

（金属相）ＶＯ２ 的总能－４７０．３３ｅＶ相比较小
［１５］，这

与单斜ＶＯ２ 必须经过加温才能相变得到金红石型

ＶＯ２ 的物理事实相一致。

３．３　态密度

得到ＶＯ２ 晶体的总态密度（ＴＤＯＳ）以及各主

要分态密度（ＰＤＯＳ），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ａ）中

所示价带主要由Ｏ２狆带（－８．９７～３．３３ｅＶ）构成，导

带主要由 Ｖ３犱带（３．７７～８．１８ｅＶ）构成。带隙宽度

为０．４４１１ｅＶ，费 米 能 级 在 带 隙 中 间 以 上

０．００３６５ｅＶ靠近导带处，这和文献［１６］中带隙宽度

为０．５ｅＶ的实验数据吻合得很好，由此可见单斜

ＶＯ２ 是一种带隙宽度很小的半导体。这也与

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
［１７］的理论一致，即在单斜型 ＶＯ２ 晶体

中，Ｖ３犱的狋２犵轨道分裂的占据轨道犱∥和未占据轨

道π
不是连续的能级结构，并且π带能量高于费

米能级，故π带电子的迁移率比犱∥带电子的迁移

率大，使原来重叠部分的电子全部进入犱∥带。犱∥

带进一步分裂成一个空带和一个满带，这样在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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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ＶＯ２ 晶体总态密度和分态密度图。（ａ）ＳＣＣＤＶＸαＥＣＭ方法；（ｂ）ＣＡＳＴＥＰ方法

Ｆｉｇ．３ Ｔｏｔａｌ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ｍｏｎｏｃｌｉｎｉｃＶＯ２．（ａ）ｂｙＳＣＣＤＶＸαＥＣＭ；（ｂ）ｂｙＣＡＳＴＥＰ

图４ 复介电常数的虚部和实部

Ｆｉｇ．４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ｓｏｆ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和π
带形成禁带，从而形成半导体结构。

同时用剑桥连续总能量软件包（ＣＡＳＴＥＰ）方法

对总的态密度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在相同的能量

范围内（－２５～２０ｅＶ）曲线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带隙宽度接近０．５ｅＶ，如图３（ｂ）所示。用ＳＣＣＤＶ

ＸαＥＣＭ与ＣＡＳＴＥＰ两种方法对单斜ＶＯ２ 进行了

计算，实际上都是以密度泛函理论为基础，只是具体

对势的选择各有侧重。前者的特点是计算时间很

短，对晶体的计算结果较好。

３．４　复介电函数

由ＳＣＣＤＶＸαＥＣＭ 方法得到的导带和价带

的能量值分别为犈ｃ 和犈ｖ。用此求得联合态密度

犑ｖ，ｃ，得到晶体复介电常数虚部ε２
［１８，１９］为

ε２（ω）＝
犆

ω
２∑
ｃ，ｖ

ＢＺ

２
（２π）

３ 犕ｃ，ｖ（犓）
２
×

δ［犈ｃ（犓）－犈ｖ（犓）－珔犺ω］ｄ
３犓， （６）

式中
ＢＺ

表示在布里渊区求积分，犕ｃ，ｖ（犓）为跃迁矩

阵元，在编程时近似地把 犕ｃ，ｖ（犓）
２作为不随犓变

化的量，提到积分号外面。

介电常数实部为

ε１（ω）－１＝
２

π
狆∫
∞

０

ε２（ω′）ω′

′ω
２
－ω

２ｄω′， （７）

得到 复 介 电 常 数 后，再 利 用 ＫＫ （Ｋｒａｍｅｒｓ

Ｋｒｎｉｎｇ）关系
［２０，２１］即可求得一些光电常数如折射

率狀（ω），吸收系数α（ω）以及光电导率σ（ω）等。

介电函数虚部ε２ 反映电子跃迁的微观过程与

固体电子结构，ε２ 与动量跃迁矩阵元及联合态密度

成正比。由能态密度计算联合态密度并由联合态密

度积分得到介电函数虚部ε２，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ａ）即为介电函数ε（ω）与能量的相关曲线，

ε２（ω）在低能量处就有显著的变化，随着能量的增

大，ε２（ω）继续上升，在８．９ｅＶ附近达到极大值；由图

可知只考虑带间跃迁，实部ε１（ω）在虚部的上升和

下降的斜率最大处分别出现极大和极小。图４（ｂ）

为金红石型 ＶＯ２ 介电函数虚部ε２ 的曲线，其中的

双峰是考虑了带内跃迁的结果。由于其他光电性质

是基于介电函数虚部ε２ 推导的，因此后面的一些光

电性质亦会随之发生变化。

３．５　吸收系数

由于本文所计算的介电损耗是起源于光吸收过

程，因此吸收光谱与介电函数虚部的吸收峰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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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跃迁机制是一致的。吸收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α（ω）＝
ωε２（ω）

狀犮
． （８）

　　图５（ａ）显示单斜ＶＯ２ 的吸收系数在低频部分

即有明显变化，形成了弱吸收区，而在１０．２～１５ｅＶ

形成了强共振吸收峰，这种吸收可以解释为价带中

的电子吸收光子后，直接跃迁到导带引起的。从图

中还可以发现单斜ＶＯ２ 的光学带隙趋近于零。这

种吸收机制的差异恰好说明了单斜 ＶＯ２ 的半导体

特性，与理论相一致。另外参考了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Ｊ．

Ｃｒｕｙｗａｇｅｎ等
［２２］的实验结果，如图５（ｂ）所示。吸

收系数的变化趋势在低频率（长波长）段基本一致，

只是峰的位置有所偏移，这可能是实验样品掺入极

少量其他物质引起的。

图５ 吸收系数

Ｆｉｇ．５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图６ 光电导率的实部和虚部

Ｆｉｇ．６ Ｒｅａｌ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ｐａｒｔｓ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３．６　光电导率

光电导率的计算公式为

σ１（ω）＝ε２ωε０，　σ２（ω）＝ （σ１－１）ωε０． （９）

　　由于光电导率的实部和虚部分别与复介电常数

的虚部和实部相对应，因此它们的波形应该趋近于

一致，正如图６（ａ）所示。光电导率的实部和虚部在

低频部分都随频率的减小而趋近于零，因此晶体是

透明的。在５．６～１３．５ｅＶ达到极大值。在高频部

分趋近于零，晶体再次转变为透明的。这些结果和

其他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２０］，特别是在低频部分和

可见光频域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ＣＡＳＴＥＰ方法

得到的光电导率的实部和虚部的曲线如图６（ｂ）所

示，其变化趋势大致符合，可能该方法计入了带内跃

迁，致使光电导率实部的曲线中出现了双峰。

３．７　折射率和消光系数

折射率和消光系数分别构成复折射率的实部

（狀）和虚部（犽），其公式分别为

狀（ω）＝
１

槡２
［（ε

２
１＋ε

２
２）
１／２
＋ε１］

１／２，

犽（ω）＝
１

槡２
［（ε

２
１＋ε

２
２）
１／２
－ε１］

１／２． （１０）

　　如图７（ａ）所示，折射率的值在５．６ｅＶ附近有

峰，这是带间跃迁引起的，折射率在可见光范围（１．６

～４．１ｅＶ）内为１．２０～１．２５。消光系数在可见光范

围内为０．１１～０．２２，在较低频率处即开始显著上升，

在８．２～１０．６ｅＶ附近的较平缓的峰是各价带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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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折射率和消光系数

Ｆｉｇ．７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到导带的带间跃迁所引起的。图７（ｂ）是ＣＡＳＴＥＰ

方法得到的折射率和消光系数，其中折射率在

３．２ｅＶ附近达到峰值。

４　结　　论

采用原子簇嵌入模式的电荷自洽离散变分法对

单斜ＶＯ２ 的电子结构和光电性质进行了计算，得到

结论：１）计 算 得 到 单 斜 ＶＯ２ 的 带 隙 宽 度 为

０．４４１１ｅＶ，费米能级在带隙中间以上０．００３６５ｅＶ

靠近导带处，这和实验数据（犈ｇ＝０．５ｅＶ）吻合得很

好。２）单斜 ＶＯ２ 的总能（－５６８．１８ｅＶ）比金红石

型ＶＯ２（－４７０．３３ｅＶ）小，这与单斜ＶＯ２ 必须经过

加温才能相变得到金红石型ＶＯ２ 的物理事实相一

致。３）总态密度曲线的变化趋势和ＣＡＳＴＥＰ的计

算结果在本文所描述的频域内是一致的。４）由介

电常数虚部出发计算得到的吸收系数、光电导率、折

射率都得到很好的解释。其中吸收系数在低频率段

和实验情形符合得很好，光电导率在２．５～１３．５ｅＶ

的变化趋势和其他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参 考 文 献

１　Ｆ．Ｊ．Ｍｏｒｉｎ．Ｏｘｉｄｅｓ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ａｍｅｔａｌｔｏ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ｔｔｈｅｎｅｅ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犘犺狔狊．犚犲狏．犔犲狋狋．，１９５９，３（１）：３４

～３６

２　Ｉ．Ｂａｌｂｅｒｇ，Ｓ．Ｔｒｏｋｍａｎ．Ｈｉｇｈ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ＶＯ２

ｆｉｌｍ［Ｊ］．犑．犃狆狆犾．犘犺狔狊．，１９７５，４６（５）：２１１１～２１１９

３　Ｓ．Ｂｉｅｒｍａｎｎ，Ａ．Ｐｏｔｅｒｙａｅｖ，Ａ．Ｉ．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犲狋犪犾．．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ｔ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ｐｅｉｅｒｌ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

ＶＯ２［Ｊ］．犘犺狔狊．犚犲狏．犔犲狋狋．，２００５，９４：０２６４０４

４　Ｍ．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Ｎ．Ｔａｋｕｂｏ，Ｚ．Ｈｉｒｏｉ犲狋犪犾．．Ｐｈｏｔｏ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ｓｔａｔｅｉｎ ＶＯ２ 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ｐｕｍｐｐｒｏｂ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８，９２：０１１９０７

５　ＰｅｔｅｒＵｈｄＪｅｐｓｅｎ，ＢｅｒｎｄＭ．Ｆ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ｄｒｅａｓＴｈｏｍａｎ犲狋犪犾．．

Ｍｅｔ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ＶＯ２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ｉｔｈ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Ｊ］．犘犺狔狊．犚犲狏．犅，２００６，７４：

２０５１０３

６　ＪｕｎｑｉａｏＷｕ，ＱｉａｎＧｕ，ＢｅｔｈＳ．Ｇｕｉｔｏｎ犲狋犪犾．．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ＶＯ２ｎａｎｏｂｅａｍｓ［Ｊ］．犖犪狀狅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０６，６（１０）：２３１３～２３１７

７　ＢｅｔｈＳ．Ｇｕｉｔｏｎ，Ｑｉａｎ Ｇｕ，ＡｍｙＬ．Ｐｒｉｅｔｏ犲狋犪犾．．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ｖａｎａｄｉｕｍｄｉｏｘｉｄｅ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Ｊ］．犑．犃犿．犆犺犲犿．犛狅犮．，２００５，１２７（２）：４９８～４９９

８　Ｙｕｑ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ｕ Ｚｈｕ 犲狋 犪犾．．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ＶＯ２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犃犆犛犖犪狀狅，２００８，２（７）：１４９２～１４９６

９　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ＨｅＪｉｅ，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ｋａｉ犲狋犪犾．．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ｃｕｕｍ

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ＶＯ２（Ｂ）

ｆｉｌｍ［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８，３５（９）：１３７０～１３７４

　　刘中华，何　捷，孟庆凯 等．真空度对ＶＯ２（Ｂ）型薄膜制备及光

电特性的影响［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８，３５（９）：１３７０～１３７４

１０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Ｙ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Ｓｉｈａｉ犲狋犪犾．．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ＶＯ２ ｏｆ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ｙ ｏｎｉｔｓ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３，３０（１２）：１１０７～１１１０

　　王宏臣，易新建，陈四海 等．氧化钒薄膜的制备及其光电特性

的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３，３０（１２）：１１０７～１１１０

１１　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Ｙ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Ｚｕｈａｉ犲狋犪犾．．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８ｅｌｅｍｅｎｔｌｉｎｅａｒＶＯ狓ｕｎｃｏｏｌｅｄｍｉｃｒｏｈｏｌｏｍｅｔｅｒＩＲ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ａｒｒａｙ［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１，犃２８（１２）：１０８２～１０８４

　　陈长虹，易新建，程祖海 等．基于 ＶＯ狓 薄膜８元线列非制冷微

测辐射热红外探测器的制备［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１，犃２８（１２）：

１０８２～１０８４

１２　ＰｅｔｅｒＳｃｈｉｌｂｅ．Ｒａｍａ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ＶＯ２［Ｊ］．犘犺狔狊犻犮犪犅，２００２，

３１６３１７：６００～６０２

１３　Ｈ．Ｍｉｙａｚａｋｉ，Ｉ．Ｙａｓｕｉ．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ｂｉ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ｍｉｃＶＯ２ｆｉｌｍｓｂ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ＲＦ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Ｊ］．

犃狆狆犾．犘犺狔狊．，２００６，３９：２２２０～２２２３

１４　ＣｈｅｎＪｕ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ｔｙｐｅｃｏｌｏｒ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ＭｇＯ

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Ｊ］．犖狌犮犾犲犪狉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

２００１，２４（２）：８９～９３

　　陈　军．ＭｇＯ晶体中Ｆ型色心的电子结构和光学吸收谱研究

［Ｊ］．核技术，２００１，２４（２）：８９～９３

１５　Ｓｏｎｇ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ＨｅＪｉｅ，ＬｉｎＬｉｂｉｎ犲狋犪犾．．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ｒｕｔｉｌｅＶＯ２［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犆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８，２５（３）：３６５～３７２

　　宋婷婷，何　捷，林理彬 等．金红石型二氧化钒的电子结构及

光电性质的计算［Ｊ］．计算物理，２００８，２５（３）：３６５～３７２

１６　ＬｉＪｉｎｈｕａ，Ｙｕａｎ Ｎｉｎｇｙｉ，Ｄａｎ Ｄｉｄｉ犲狋犪犾．．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Ｖ０．９７Ｗ０．０３Ｏ２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ｓ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ＴＣＲａｔ

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犃犮狋犪犘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７，５６（３）：１７９０

～１７９５

　　李金华，袁宁一，但迪迪 等．超高温度系数 Ｖ０．９７Ｗ０．０３Ｏ２ 多晶

薄膜的制备研究［Ｊ］．物理学报，２００７，５６（３）：１７９０～１７９５

１７　Ｊｏｈｎ Ｂ．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ｏｘｉｄｅｓ［Ｊ］．犘犺狔狊．犚犲狏．，１９６０，１１７：１０４２～１０５１

１８　ＳｈｅｎＸｕｅｃｈｕ．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ｒ［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５６５



中　　　国　　　激　　　光 ３７卷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７６～９４

　　沈学础．半导体的光学性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７６

～９４

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Ｋｕｎ．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３２５～３３３

　　黄　昆．固体物理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２５

～３３３

２０　ＭｏＤａｎｇ．ＳｏｌｉｄＯｐ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３８～４２

　　莫　党．固体光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８～４２

２１　Ｆ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Ｓｏｌｉ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Ｍ］．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４～１５

　　方容川．固体光谱学［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４～１５

２２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Ｊ．Ｃｒｕｙｗａｇｅｎ，Ｊ．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Ｈｅｙｎｓ，Ａｒｊａｎ Ｎ．

Ｗｅｓｔｒａ．Ｐｒｏ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 ｏｆ 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 ｖａｎａｄａｔｅ：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ＶＯ２［Ｊ］．犐狀狅狉犵．犆犺犲犿．，１９９６，３５：１５５６～１５５９

６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