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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荷能离子（包括团簇离子）辐照聚乙烯首次合成了小于 (’$的富勒烯———("$和 ("’分子晶体 )在此基

础之上，进一步探索其他小富勒烯分子晶体（如 (#"，(#%和 ("*）存在的确凿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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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烯（C=DD1E121）是由 !" 个五原子环和任意多

个（除 ! 之外）六原子环的碳网络组成 ) 据此，具有

!" 面体（只有 !" 个五原子环，没有六原子环）的最

小富勒烯为 ("$笼状物 ) (’$ 被发现［!］后，在与之相关

的众多探索领域中，极受人关注的目标之一是对把

富勒烯作为基块的新材料合成研究 )近来，涉及 (’$

分子的组装（ C=DD1E12136HH12KD1B）固体的研究已受到

重视［"，#］，但是小于 (’$ 分子固体合成的报道却为数

极少［*］) () :5HTMI5 等人用电弧放电方法合成 (#’ 的结

果在 !UU% 年 ’ 月出版的 -6I=E1 杂志上发表 ) "$$$ 年

& 月，我们在《物理学报》上公布了用荷能 ,EV 离子

辐照聚乙烯（:@）生成的 ("$晶体［&］，同年 U 月，在 -63
I=E1杂志上才见到 ("$ 合成的报道［’］) 随后，我们在

"$$! 年 ! 月的《高能物理与核物理》上发表了用 (V
"

团簇离子辐照 :@ 材料合成的 ("’晶体［W］)同年 # 月，

我们又在 :0GH5FH 91II1EH , 发表了有关进一步研究

("$晶体合成的类似论文［%］)至此，使小于 (’$ 的碳笼

状结构分子增加到 # 个 )
("$晶体是用 ,EV（’$T1X，剂量为 ! Y !$!% ZFN"）离

图 ! ("$分子晶体和 <>[@? 像和 @\ 花纹（标尺为 "2N）

子辐 照 超 高 分 子 量 聚 乙 烯（8<?:@）（!& Y W Y
"]&NN#，超高分子量，密度为 $]U#;ZFN#）合成的［&，%］)
靶表面材料刮下后制成透射电子显微镜（[@?）试

样，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尺寸约在 #$$—*$$2N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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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六边形晶体薄片，高分辨电镜（!"#$%）和电子

衍射（$&）分析给出了清晰的晶体结构像和衍射花

纹（见图 ’）( 计算给出的晶格结构 ! 间距（ !)*+,-)
./0）为 1234/5，而 ’6 面体笼式结构的 761 计算尺寸

约 128’/5，由此可以认为图 ’ 反映了具有间隔约

12’9/5的 761 分子晶体密排六方结构 ( 图 6 给出了

同一实验样品辐照表面部分的飞行时间质谱（#:;）

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质量数 " < 696（,5=）处，有

一个明显的峰存在，它相当于 761 !’6 ( 另外，",5,/
谱测量结果（在此未给出）表明，包括 ’899-5> ’ 线展

宽的 & 带的特点，和 ? 带附近 ’34@-5> ’ 线的出现，

也为粘氢 761分子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

图 6 AB C 辐照 D$ 靶表面的 #:; 质谱

另 外，我 们 用 7C
6 团 簇 离 子（623%EF，剂 量 为

9 G ’1’4 H-56）辐照 D$（同前材料），合成了 764 分子晶

体［I］(用 !"#$%，$&（见图 8）和 #:;（见图 3）测定同

样表明，晶体为 764 分子的密排六方结构 (小富勒烯

粘氢钝化（+,**.J,K）现象是可以理解的［’6］( D$ 样品

（［7!6］#）在 #:; 测定的激光脱附过程中有大量来

自7 !键断裂的氢原子可与 761 和 764 结合，从而获

得足够的氢原子以达到稳定状态 (
从图 3 还可以看出，除了 764 !’6 之外，还有与

784!L，78L!6 及 763 !61（在 81L= 处）对应的峰在气相

情况下存在，至于是否也可以合成相应的晶体，这是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 (
大于 741富勒烯分子的合成，以 741为例，主要有

石墨电弧放电和激光蒸发两种方法 (虽然离子束辐

照手段在气相富勒烯合成中已有使用，但是用来生

成富勒烯分子晶体，尚无先例 (由此可以看出，用荷

能离子（包括团簇离子）束与富碳材料相互作用合成

图 8 764分子晶体的 !"#$% 像和 $& 花纹（标尺为 ’288/5）

图 3 7C
6 辐照 D$ 靶表面的 #:; 质谱

富勒烯分子晶体，不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而且开辟

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特

别适用于生成小于 741的富勒烯，所以这种合成过程

不仅在小富勒烯形成机制研究方面引人关注，而且

在小富勒烯组装的材料探索方面无疑也将引起巨大

的兴趣 (因为，构成富勒烯的碳原子网络皆具有一定

的弯曲度，由此引起其电子结构的变化将决定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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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 !显然，组成富勒烯碳原子网

络中的六原子环（" # $）与五原子环（% # $）数目之

比，决定其弯曲度［&’()*+’(, -（% # $）.（" # $）］的大

小，可以看出，小于 &"/的富勒烯，因其六原子环（" #
$）数目越来越少，其网络的弯曲度将随（" # $）的减

少而增大，至 &0/达到最大值 !这种情况预示在从 &"/

到 &0/区域内，相对于大于 &"/的区域，以富勒烯为基

块组装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将发生更大的变化，是

研究这类新型材料的难得领域 !
总之，我们合成了 &0/和 &0"分子晶体，所使用的

方法是离子与富碳材料相互作用，这是一种可调参

量很多、对生长小于 &"/富勒烯分子晶体优惠而又简

便的合成手段 !预计这项新开始的研究，将会在小富

勒烯晶体合成机制、小富勒烯组装的新材料以及离

子（包括团簇离子）束材料表面改性（又称表面纳米

结构化改性）等方面开创新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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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期与螺旋臂（!"# $%#& ’() *+,-’. $-/&）
最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以色列耶路萨伦大学的教授 6! H=*)C) 作了一项新的研究 !他认为地球的冰河

期可能是由于太阳系在缓慢地通过银河系螺旋臂的特定位置时形成的 !根据这个设想，他发现在过去的几亿

年内，到达地球的宇宙线通量的显著变化与地质学上所记录的冰河期的出现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银河系的螺

旋臂并不是一个严格固定的参量，它是受银河系密度波动影响的一个不稳定的参数 !随着密度波的起伏形成

许多巨大的星球，然后又爆炸成大量的超新星，这些正是宇宙射线的发射源 !因此当太阳系运行在银河系的

主螺旋臂时，地球将会接收到较多的宇宙射线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如果进一步将辐照到地球的宇宙射

线通量与地球上气象的变化建立起一定的关联，那么就能推断出地球的冰河期与太阳系运行在螺旋臂上的

位置间的关系 !
H=*)C) 教授的一项艰苦的工作就是把过去冰河时期的宇宙射线通量与气象变化的记录作对比，他是从

F0 个铁陨星的宇宙射线辐照中归纳出地球的宇宙射线的辐照量，这些陨星的记录显示了近一亿四千三百万

年来地球上宇宙射线通量的变化确实与地质学上冰河期的记录以及太阳系在螺旋臂上的相对位置有着密切

的关联 !当太阳系运行到猎户星座附近即小螺旋臂处时，地球上接收到的宇宙线通量约为处于主螺旋臂时的

一半左右 !通过这些对比，H*)C) 模型启示我们，地球上冰河期应该是紧随着太阳系运行在主螺旋臂后出现，

并与全球的宏观温度相吻合 !当然 H=*)C) 教授的设想还需要从地质变异的角度去验证银河系螺旋臂是如何

影响地球气象的变化，同时还要对冰河期出现的特征作出界定 !
（云中客摘自 O=P;C<; $,)C,[ ?,++,(;，07 I’EP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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