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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种具有良好上转换发光性能的稀土掺杂发光材料!对于防伪技术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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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微米晶体的荧光强度对比图!由图可以

明显地看出!上转换发光强度整体被提高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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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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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晶体粒子的能级跃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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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绿色发射峰'

*!%FS

$

!

+

%

!

$

,

(

!

$

,

!

&

$

-

'

%和
*$'FS

$

$

,

$

%

$

-

%

%的较弱的红色发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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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近红外发射峰"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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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蓝色发

射强度非常微弱!所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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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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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灰

色阴影部分%的发光强度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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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微粒晶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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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激发下
$&"FS

处的上

转换荧光寿命"

!"S>=< 1E

!d掺杂的样品上转换荧光寿命

比无
1E

!d 掺杂样品的更长一些!荧光寿命大概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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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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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的掺入一定程度上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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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微粒晶体的上转换荧光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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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微粒晶体的最强上转换

发光部分$绿色发光%的强度变化图"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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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掺入
TCWV

&

晶体中上转换发光强度的增加效应!有两种解释&纳米尺寸

效应'晶格畸变!由于晶体尺寸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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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所以不可能

是纳米尺寸效应"实验中随着
1E

!d 掺杂浓度的不断提高!

TCWV

&

iW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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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微粒晶体的发光强度随之提高!当
1E

!d

掺杂浓度为
!"S>=<

时的发光强度达到最大!而晶体的尺寸

并没有随着
1E

!d掺杂浓度的提高而发生明显的变化!这说

明很可能是晶格畸变所导致"分析认为
1E

!d的离子半径稍

大于
W

!d的离子半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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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WV

&

晶体场的对称性降低!这种晶格畸变就会造成跃迁概

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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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激发态粒子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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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从而使得
TCWV

&

iW8

!d

*

G>

!d微粒晶体的上转换发光强

度增强"选取最佳浓度
1E

!d掺杂的
TCWV

&

iW8

!d

*

G>

!d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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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发光性能对于在防伪识别方面的应用有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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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掺杂发光材料可应用于防伪识别'指纹识别'生物

医学等多个方面"由于稀土掺杂上转换发光材料的发光性能

很高!所以在防伪识别方面显的尤为突出"防伪图案是由丝

网印刷制作而成的!制作过程如图
%

$

0

%所示!首先将所制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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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上转换荧光微米粒子进

行充分研磨!然后与丝网金属油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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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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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

的比例均匀混合制成防伪油墨!将制好的防伪油墨倒在丝网

印刷模板上然后使用涂刷器进行反复的刷制!就可以成功地

将-西安.字样的防伪图案印刷在丝网印刷模板下方的玻璃片

上!得到了上转换发光防伪图案"将印刷的防伪图案在干燥

箱内干燥处理后!在
+%"FS

激光的辐照下!使用单反相机在

黑暗无光的环境中拍摄发光防伪图案"为了保证拍摄质量!

在摄像头前加装滤光片滤除强激发光的干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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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是已经

制作完成的-西安.字样的发光防伪图案!左边是自然光下印

制在玻璃上的防伪图案!右边是在
+%"FS

激光辐照下的防

伪图案的发光图片!可以观察到明亮的绿色发光"发光图案

不太完整的部分!是由于扩束镜的放大面积有限不能完全辐

照整个图案造成的"制成的防伪标识图案在玻璃基底表面的

附着力好'不易脱落!并具有发光强度高'单色性好'易于

识别'细节清晰等优点!是一种良好的发光防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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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八面体形状的
TC1E

"#!

W

"#&+

V

&

iW8

!d

*

G>

!d 微米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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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共掺浓度

的增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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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掺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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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发光强度最强!表明

1E

!d掺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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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的晶格畸变!提高了上转换发光效

率!改善了样品的上转换发光强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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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发

功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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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微米晶体在不同激发功率时具有高稳

定性的绿色发光"最后!将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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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掺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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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微粒晶体制成防伪油墨!通过丝网印刷

制成的防伪图案在自然光环境下没有发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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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

的辐照下图案显示出明亮的绿色发光"良好的上转换发光性

能!使其在防伪技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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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对来稿英文摘要的要求

!!

来稿英文摘要不符合下列要求者!本刊要求作者重写!这可能要推迟论文发表的时间"

)#

请用符合语法的英文!要求言简意明'确切地论述文章的主要内容!突出创新之处"

(#

应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包括四个要素!即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其中后两个要

素最重要"有时一个句子即可包含前两个要素!例如 -用某种改进的
5P[DA3.

测量了鱼池水样的痕量铅."

但有些情况下!英文摘要可包括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范围!以及具有情报价值的其他重要信息"在结果

部分最好有定量数据!如检测限'相对标准偏差等#结论部分最好指出方法或结果的优点和意义"

!#

句型力求简单!尽量采用被动式!建议经专业英语翻译机构润色!与中文摘要相对应"用
A&

复印

纸单面打印"

&#

摘要不应有引言中出现的内容!换言之!摘要中必须写进的内容应尽量避免在引言中出现"摘要也

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解释和评论!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不用引

文!除非该论文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发表的论文"缩略语'略称'代号!除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地理

解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例如用括号写出全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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