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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进展

与半导体相容的半金属铁磁体!

刘! 邦! 贵(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

摘! 要! ! 文章在自旋电子学与新型计算机元件的背景下介绍了与半导体相容的半金属铁磁体，及其实验和理论

研究进展情况* 指出其中半稳能量低并且稳定性好的理论预测材料有可能不久通过外延方式在合适的基底上生长

出来，并且得到实际应用*
关键词! ! 半金属铁磁体，自旋电子学，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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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传统半导体电子学和计算机元件的信息载体是

电子电荷，电子自旋没有被利用* 自旋电子学和新型

计算机元件将利用电子自旋来进行信息处理和存

储，可能产生新一代电子器件，例如：自旋场效应管、

自旋发光二极管、共振隧穿器件、太赫兹光学开关、

编码器、解码器、量子计算和通信单元，等等［’］* 另

一方面，现在的计算机芯片已经达到亚微米尺度，为

提高信息存储和处理能力，器件尺寸将会小到数十

纳米、甚至几个纳米* 这要求相关材料在纳米尺度上

仍然具有高自旋极化率，以及优良的结构稳定性和

性能稳定性* 由于典型的半金属（E/D@ K C9>/D）铁磁

体都具有足够高的居里温度和接近 ’%%N 的自旋极

化率［$，"］，人们很自然地希望利用半金属铁磁体作

为关键部分来实现纳米尺度上性能稳定的自旋电子

学器件与新一代计算机元件*
半金属铁磁体是在 ’I)" 年发现的一种特殊的

铁磁体［$］，例如 O5P0QF 和 R:S$
［"］，在实验上表现为

具有很高的自旋极化率* 从电子结构的观点看，在不

计入自旋轨道耦合的前提下，其中一种自旋的电子

具有金属性能带；另一种自旋的电子能带却具有半

导体特性［$］，其结果是在费米能级附近只有一种电

子，自旋极化率接近 ’%%N（偏差来自自旋轨道耦合

带来的小修正），如图 ’ 所示* 这样，在不太高的温

度下其热力学行为几乎只由单一自旋的电子决定，

可以在较高的温度下维持高自旋极化率* 当试图制

作基于这些半金属铁磁体的器件时，人们发现界面

效应带来很大问题，并且很难避免* 这样就需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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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它们不仅要具备在室温以上的高自旋极化

率、足够长的电子平均自由程，还必须具备与重要半

导体的相容性! 这就是为什么要探索与半导体相容

的半金属铁磁体! 获得这种材料的方法之一是用磁

性过渡金属原子替代二元半导体的两种原子之一!
与上述 "#$%&’ 和 ()*+ 有类似属性的半金属铁磁

体还有：,-.*/、特殊掺杂的锰氧化物、&)+,-$0*1 系

列等［.］，但是，目前实验合成成功的闪锌矿相只有

$%23［/］、()23［4］和 ()&’［1］，其中只有后两种是真正

的半金属铁磁体! 虽然目前这样得到的材料大多不

是基态相［5］，一般不能做出大块材料，只能做出一

定厚度的薄膜或层状材料，但是未来实用自旋电子

学器件和计算机元件的尺度很可能只有数十个纳

米，因此并不需要大块材料，厚度为几个到数十个纳

米的薄膜或层状材料就足够了! 这些特殊的半金属

铁磁体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同时具有很多特别的

重要性质，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

图 67 半金属铁磁体与普通金属铁磁体、非磁金属的态密度比较

本文介绍与半导体相容的半金属铁磁体的实验

与理论研究进展，重点介绍高精度第一原理电子结

构计算（作为与实验互补的研究方式）在相关材料

研究中的方法、作用和结果，以及相关理论预测的可

靠性!

+7 实验进展与理论研究的作用

闪锌矿 $%23 是最早研究的材料，理论研究从

+888 年开始［5］，最初的理论计算结果显示，闪锌矿

$%23 材料晶格常数为 4! 59，每化学单元贡献磁距

.! 54，但它只是一个近似的半金属铁磁体，并不是真

正的半金属铁磁体，因为费米能级切过少数自旋导

带的 底 部! 有 几 个 研 究 组 进 一 步 探 索 了 闪 锌 矿

$%23，以及其他 $% 的 : 族化合物的电子结构、磁

性与结构特性［;］! 实验上已经能用外延生长方法在

硫钝化的 <=23（886）表面合成圆盘形闪锌矿 $%23
纳米 点［/］，其 直 径 为 68—+4%>（ 最 可 几 直 径 为

61? .%>）、高度为 +—4%>，铁磁居里温度为 +;8 @，

远高于 <=$%23 稀磁半导体最好的 668 @! 实验本身

并没有给出晶格常数，只是由 <=6 A !$%!23 稀磁半导

体外推出一个晶格常数 4! B;9，但是其外推是由

8? 86 C ! C 8! 85 的数据得到的，不可靠! 由于闪锌矿

$%23 只 能 做 出 纳 米 点，而 <=23 的 晶 格 常 数 是

4? 14..9，应该存在一定的晶格失配，正确的晶格常

数不会是 4? B;9，可能只稍大于更准确的理论值

4? 5+9!
闪锌矿 ()23 是第一个可以做成薄膜和层状材

料的闪锌矿结构的材料，其实验居里温度达 /88 @
以上，每个 ()23 化学单元贡献 . 个玻尔磁子的磁

距，与理论计算一致，最大厚度能做到约 .%>，约合

4 个单胞层［4］! 实验仍然不能给出晶格常数，准确的

理论计算给出 4! 14B9，与 <=23 的 4! 14..9 相当，基

本上没有晶格失配! 闪锌矿 ()&’ 也以外延方式做出

来了，铁磁居里温度也在 /88@ 以上［1］，但结构参数

也有待更厚的薄膜或层状材料做出以后才能定出!
近期有报道称做出了厚度达 +/%> 的 ()23 薄膜，但

是已经不是闪锌矿结构了［B］!
由于闪锌矿结构并不是这些化合物的基态结

构，只是半稳相，实验工作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在这

种情况下，理论工作的价值就更大! 通常的计算都是

在密度范函理论（D,E）［68］框架下进行的，结构研究

以总能方法为主! 改变体积或晶格常数，总能会随之

变化，其极小值就确定出平衡晶格常数，对应的极小

总能就是该相的理论总能，它与基态总能之差就是

该相的半稳能量［5，66，6+］；用这样确定的平衡晶格常

数计算出的电子结构，就是通常的理论电子结构! 对

晶格形变，总能也会随之变化，由此可以研究该相的

结构稳定性［6+］! 对于实际的薄膜和层状材料，表面

或界面处偏离理想晶体的表面或界面效应通常只限

于约两个单胞层，因此，如果厚度达到 4 个单胞层，

其中间部分就基本上是块体晶体性质了，可以直接

与理想晶体的理论计算结果互相比较! 闪锌矿 $%23
和 ()23 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4］!

.7 过渡金属 : 族化合物闪锌矿相

图 + 说明如何从理论上决定 ()&’ 闪锌矿相的

晶格常数（体积）和半稳能量，以及相应的磁性［66］!
镍砷反铁磁相是 ()&’ 的基态相，半稳能量定义为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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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的束缚能和磁距随体积的变化曲线［其中，,- 指镍砷

铁磁相（空心圆）和镍砷反铁磁相（ 五角星），.+ 指闪锌矿铁磁

相］

表 ’! / 族化合物闪锌矿相的平衡晶格常数、磁距、半金属能隙、半

稳能量和切变模量

材料名称
晶格常数

0 1
磁距 0 !2

半金属能隙

0 3/

半稳能量

0 3/

切变模量

0 45-

6,78 &9 :’: "9 ;’ < %9 ; = "

()78 &9 >&; " %9 #> %9 ; &

()*+ >9 ’"? " %9 :: ’ @ ’

表 $! /A 族化合物闪锌矿相的平衡晶格常数、磁距、半金属能隙、半

稳能量和切变模量

材料名称
晶格常数

0 1
磁距 0 !2

半金属能隙

0 3/

半稳能量

0 3/

切变模量

0 45-

()*3 &9 ?"" # %9 >’ %9 "’ &9 >

()B3 >9 $;$ # %9 ?? %9 "> &9 &

/B3 >9 $:’ " %9 "’ %9 &" ;9 ;

图 "! 闪锌矿结构 ()*+ 的能带（左起第 $、"）和态密度（第 ’、#），包括了 *+ 的 8 态的贡献（左边是多数自旋、右边是少数自旋）

锌矿相极小能量与镍砷相极小能量之差；闪锌矿相

的 晶格常数由对应的极小体积算出，为> 9 ’"?19
图 $ 下半部给出了在平衡体积附近的磁距，闪锌矿

半金属相在很大的体积变化范围里都保持 "!2，与

镍砷相磁距明显的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9 图 " 是闪

锌矿 ()*+ 的自旋相关的能带结构和总态密度，由此

得出半金属能隙 !C 为 %9 :: 3/，所用的是平衡晶格

常数9 约在 < ?— < ’%3/ 之间的是 *+ 的 8 态的贡

献，它不参与成键；在其上超过 # 3/ 的三重态能带，

是 () 原子 D 电子的 E$C态与 *+ 的 F 电子形成的成键

态；对于少数自旋能带，再上去就是费米能级了；但

对于多数自旋能带来说，再上面就是基本上不参与

成键的 () 原子 3C 二重态，跨过费米能级的是 () 原

子的 8 态、以及 E$C 态与 *+ 的 F 电子形成的反键

态［:，’’，’"］9 图 # 是闪锌矿 6,78 和 ()78［&］的自旋相

关的能带结构和总态密度，它们的半金属能隙要小

一些9 很明显，它们与 ()*+ 类似，差别主要在于：

6,78 多一个电子，因此费米能级上移，以至少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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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闪锌矿结构 #$%&（上）和 ’(%&（下）的能带（左起第 )、*）和态密度（第 +、!）（左边是多数自旋、右边是少数自旋）

图 ," 闪锌矿结构 #$%&、’(%& 和 ’(-. 在保持体积不变的切向形

变下的总能量变化曲线（ ! 指形变后 " 方向的晶格常数，# 指形

变后 $ 或 % 方向的晶格常数）

旋电子导带底部切过费米能级，破坏了它的半金属

特性［/］0 相关参数总结在表 + 中0
实验方面，#$%&、’(%& 和 ’(-. 的闪锌矿相已经

做出来了，但其他 1 族化合物的闪锌矿相却无论如

何做不出来，其物理根源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需要进行结构研究0 图 , 给出了这三个闪锌矿相

在（保持体积不变的）切向形变下的总能曲线［+!］，它

们在计算误差（+231）内是稳定的，相应的切变模量

总结在表 + 中0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其他 1 族闪锌

图 4" 三个 15 族过渡金属化合物 ’(-3、’(63 和 163 的束缚能曲

线（三角形指基态相，五角星指闪锌矿反铁磁相，空心圆指闪锌

矿铁磁半金属相）

矿相在某些形变下总能却明显下降，因而是不稳定

的［+,］0 也就是说，切向形变总能研究可以解释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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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 和 ,-./ 的闪锌矿相能做出来，而其

他 0 族化合物的闪锌矿相却无法做出来1
上述三个过渡金属 0 族化合物闪锌矿相虽被

实验合成出来了，但是厚度有限，这又有什么物理根

源呢？细看所有 0 族化合物闪锌矿相（不止表 ’ 所

列出）的半稳能量，可以发现它们都在 %1 2 30 以

上［’’，’$］1 一般相信，半稳能高于 %1 & 30 的半稳相就

不能合成出块体相1 外延生长确实可以迫使外延层

按基底晶格对称性生长，但半稳能太高，并且切变模

量也很小，因此厚度一旦变大，半稳的闪锌矿结构就

很难稳定下来，而会向基态相转变1 上述半稳能量和

结构稳定性研究基本解释了相关实验事实，也反过

来证明了理论计算的价值1

#! 过渡金属 04 族化合物闪锌矿相

如上所述，太高的半稳能量和太小的切变模量

使得 0 族闪锌矿相只有三个能合成出层状或纳米

点状材料，并且其厚度有限［#—5，’’，’$］1 为此，我们系

统地探索了更好的闪锌矿铁磁半金属，发现了 " 个

04 族化合物闪锌矿铁磁半金属：,-63、,-.3 和 063，

其基本参数总结在表 $ 中［’$］1 与上述 0 族化合物闪

锌矿半金属最大的差别是：切变模量更大、半稳能量

实质性地降低1 这预示着，在合适的基底上能生长出

更厚的薄膜和层状闪锌矿半金属材料1
图 5 是 ,-63、,-.3 和 063 的束缚能曲线，可以

图 7! 闪锌矿结构 ,-.3（上）、,-63（中）和 063（下）的能带（左起第 $、"）和态密度（第 ’、#）（左边是多数自旋、右边是少数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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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看出相应的闪锌矿铁磁半金属相与假想的闪

锌矿反铁磁相的总能差别，以及和基态相的总能差

别! 图 " 是闪锌矿铁磁半金属相的自旋相关的能带

结构和总态密度，这里 #$ 族元素 % 态没有画出来!
可见，其电子结构与 # 族化合物闪锌矿半金属相的

基本特征相似，差别仅在于共价键的极性更强，过渡

金属 % 态的位置稍有不同! 半金属能隙以 &’() 为最

好，达到 *! ++ )#；半稳能量以 &’,) 为最好，达到

*- ./ )#! 图 + 是它们在晶体形变下的总能曲线，

&’0% 也给出，用于比较! 很明显，这 . 个 #$ 族闪锌

矿半金属的稳定性比 &’0% 好，其切变模量也表明了

这一点!

图 +1 闪锌矿结构 &’,)、&’() 和 #() 在保持体积不变的四角应

变下的总能量变化曲线

21 小结

上面总结了二元过渡金属 # 和 #$ 族化合物闪

锌矿半金属相的实验与理论研究情况，但在这个方

向还有其他的实验与理论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在半

导体 &3() 和 45() 等掺入磁性原子形成的三元磁

性材料，实验上能合成厚度大得多的薄膜材料［/6］，

理论研究发现其中一些特定掺杂的材料具有半金属

性［/"］! 除了闪锌矿相外，有些纤锌矿相也具有半金

属铁磁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探索［/7］!

1 1 与半导体相容的半金属铁磁材料是一个充满希

望的新方向，尽管只有几年历史［6］，已有很大突破!
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探索正在进行之中，相信最终

会找到符合要求的、实用的与半导体相容的半金属

铁磁材料!
致谢1 感谢合作者对这项研究的贡献，特别感谢石

丽洁在做图 .—2 时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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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和编者· !""# 年第 ! 期《物理》主要内容预告
“世界物理年”专稿

吴大猷及其科学思想（叶铭汉等）!
研究快讯

自旋转向相变中的条纹磁畴研究（ 吴义政）；1 用超高真空

扫描隧道显微镜首次清晰地观察到 ,=（///）M（" _ "）元胞中

所有的 6 个静止原子（王业亮等）!
评述

非碳纳米管研究的新进展（张立德等）!
前沿进展

\ 射线天文望远镜的进展（ 王风丽等）；人工合成金刚石研

究进展（陈乾旺等）!
物理学与信息科学技术专题

第二讲1 信息的产生与获得（下）（张开逊）!

·!$·

前沿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