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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化电子态集体的荧光!

李! 晴! ! 徐士杰4

（香港大学物理系! 激光光谱实验室! 香港）

摘! 要! ! 载流子局域化对固体材料的光电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就发现许多固体材料的发光异常

行为与固体中电子态的局域化密切相关- 文章介绍了作者最近所发展的一个局域态荧光模型- 借助于一个新推导出

来的局域化电子态的分布函数，文章作者发展出了该模型- 该模型不但定量地解释了局域态集体荧光的温度依赖的

异常现象，而且清晰地揭示了异常现象背后的载流子热动力学物理- 文章还介绍了该模型在一些材料的荧光数据分

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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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引言

载流子局域化是固体材料中一个相当普遍的现

象- 许多因素如缺陷、组分的空间涨落、内部电场乃

至应力场的不均匀分布等都可以导致固体中载流子

的局域化- 从能带论的观点来看，非完美的晶体结构

中电势能的分布将不再是平整和均匀的，而是出现

许多的能量起伏“凹坑”- 当这些局部的能量起伏足

够大时，能量势阱就会形成- 根据量子力学，这些许

许多多的能阱会拥有量子化的束缚本征态- 这样的

束缚本征态就称为局域态- 能阱可以俘获载流子，并

限制被俘获的载流子的运动在能量极小值点附近-
如此被限制的载流子就成为局域化载流子- 因此，我

们明白载流子的局域化就是其运动范围和状态局域

在能量势阱（局部能量极小值）附近- 如此的能阱可

以由上面所提到的因素所产生- 近年来纳米光电子

材料 发 展 迅 速，自 组 装 生 长 的 量 子 点（ L.13).F
E@)D）、纳米微晶（313@2CKD)1/D）、纳米颗粒（313@*1C)0<
2/>D）以及纳米团簇（313@2/.D)>CD）等新颖材料及其

复合微结构层出不穷- 这些纳米结构都是在局部造

成一个势能极小区，限制载流子的运动，从而产生局

域态- 通过人为控制这些纳米结构中的材料组分、纳

米结构的大小，可以设计、控制和改变局域态的性质

和行为，从而实现所谓的“能带工程化”（G13E >380<
3>>C038）或者“ 波函数工程化”（,1I>B.32)0@3 >380<
3>>C038）-

载流子局域化对固体材料的光电性质和行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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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刻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知道一些发光材料的

异常行为都和载流子局域化有关’ 例如：（.）对于完

美的直接带隙半导体，它的带边（ /+,012032）荧光

（自由激子发光或者直接的从导带底到价带顶的带

带跃迁）峰位随温度的的升高而单调减少’ 这很好

地反映了完美半导体的禁带宽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单

调变窄的变化关系’ 而且，这种变化关系可以很好地

用 4+56",*［.］经验公式或玻色 7 爱因斯坦公式［8］来

定量地描述’ 但在很多材料中，如 9+:,;，:,9+<，=)1
9+< 等，人们发现荧光的峰位能量随着温度的升高

呈现非单调的“>”形变化［?—@］；（8）另一个显著的荧

光谱特点是谱峰的半高宽随温度的变化’ 对于完美

的半导体，由于受到本征的声学声子和光学声子散

射的影响，荧光峰的半高宽是随着温度升高而单调

增加的；可是在许多的半导体材料系统中，如自组装

的半导体量子点材料，人们发现其荧光峰的半高宽

却随着温度的增加有一个明显减少的过程［A］’
在现实世界中，完美材料是几乎不存在的’ 因

此，不论是从基础物理知识的角度，还是从器件设计

应用的技术角度来看，深刻理解局域态集体发光的

这些异常行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过去的数年中，

世界上数个科学小组已经开展了认真的研究工作，

有力地推进了人们对此一普遍问题的深刻理解’ 比

如，在 .BB@ 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高技术材料中心

的 C)*622D［E］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个带尾态模型，

该模型可相当好地定量描述一些材料的荧光峰位在

高温区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并已被世界上的其他研

究组广泛引用’ 最近德国的 F+) FG, 等人［.H］用蒙特

卡罗数值方法来模拟 I,J0>2 量子点中观察到的荧

光峰位随温度的升高而呈“>”形变化的依赖关系’
但是，仍然缺乏一个可以很好地定量解释局域态集

体荧光谱所有谱特点（峰位、半高宽以及积分强度）

的模型’
最近我们在徐仲英等［..］所提出的一个速率方

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定量模型，用于诠释局域态

集体荧光的温度行为［.8—.K］’ 我们还证明了这个模型

不但可以在高温区推导出前面所提到的由 C)*622D
等人所提出的带尾态模型，而且当局域态分布趋向

于 ! 函数时可以简化到教科书上的双能级荧光热淬

灭公式’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首先简单介绍这一模

型，然后给出它在分析一些具体材料的局域态荧光

试验数据中的应用实例’

8- 局域态荧光模型

!’ "# 局域态载流子动力学和分布函数

考虑一个任意的局域态集合系统，其态密度分

布用 !（!）来描述" 态密度分布的峰值所对应的能量

位置用 !H 表示" 当此系统受到外部激发如光照射或

者电注入时，局域态中会有载流子占据" 载流子占据

水平可以用一个能级 !+ 来表示’ 即在绝对零度，所

有低于能级 !+ 的局域态都被载流子所占据’ 局域态

中的载流子可以有几种命运选择：（.）直接以辐射

复合的方式回到系统基态’ 如此的跃迁导致荧光；

（8）通过吸收声子的能量等逃离出局域态’ 如此的

过程就是局域化载流子的热逃逸’ 如果逃逸的载流

子不再回到原来的局域态或者被其他的局域态重新

俘获的话，就形成非辐射复合过程，导致荧光的减弱

甚至淬灭；（?）逃离出局域态的载流子被其他的局

域态重新俘获’ 载流子可以通过这样的过程在不同

的局域态之间实现转移，这将导致载流子在局域态

中重新分布’ 我们从后面的模型确立及其展开可知，

正是载流子在局域态中的重新热分布导致了荧光的

异常温度行为’ 图 . 给出了局域态系统以及前面所

提载流子各种动态过程的示意图’
很显然，载流子逃离出局域态的几率与载流子

所在局域态的能量 ! 和能级 !+ 的能量差以及环境

温度密切关联’ 热统计力学已给出了如此过程的几

率’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徐仲英研究员等写出

了图 . 所示的局域载流子辐射复合以及热动力学过

程所遵从的速率方程［..］’ 我们从这个速率方程出

发，幸运地发现了它在稳态条件下的解析解［.8—.L］’

图 .- 载流子在局域态中的动力学过程

在稳态激发条件下，载流子在局域态中可以形

成稳定动态的准平衡分布’ 这一分布可以解析地表

达为［.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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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式中 %（#）是一个仅与温度有关而与能量无关的系

数’ 因此，载流子随能量分布的形状由 &（"，#）来描

述，&（"，#）可以表示成局域态态密度和一个分布函

数的乘积：

&（"，#）$ !（"）·(（"，#）’ （$）

由于局域载流子集体的荧光由 !（"，#）) "* 给出，而

%（#）和能量无关，&（"，#）也就本质上描述了荧光

谱的谱形- 我们推出了这个分布函数

(（"，#）$ 4
5（"+"1）) ,6# - ")7 ) "7

， （"）

其中（"1 8 "）给出了载流子逃逸出局域态所需要克

服的势垒- 很显然，这个势垒高度随局域态所处的能

量不同而不同；,6 是玻尔兹曼常数，# 是温度，4 ) ")7

是局域化载流子的企图逃逸速率，4 9 "7 是载流子的

辐射复合速率- 这些速率的大小依赖于具体材料- 从

形式上来看，这个新的分布函数很像描述费米粒子

系统统计分布的费米 8 狄拉克分布函数-

!- !" 局域态密度是高斯分布的情形

考虑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自组装形成的量子

点，由于尺寸以及组分等分布不均匀，量子点系统的

态密度一般呈现高斯分布，即

!（"）$ !%5
+（"+"%）$ ) $#$

， （:）

其中 !%，"% 和 # 分别表示态密度分布的幅度、中心

能量和偏差’ 将（:）式代入到（$）式，就可以得到载

流子的实际分布’ 图 $ 分别画出了在 "% . "1 和 "%

/ "1 两种可能情况下的态密度、分布函数以及载流

子实际分布随能量的变化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

已经在真实的物理系统中证实了这两种情况的存

在- 在我们所发展的模型中，"1 8 "%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参数- 后面我们将看到，它的大小和符号实质性地

决定了荧光谱峰位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 !- #" 峰位位置

如前所述，&（"，#）本质性地描述了荧光谱的

谱形’ 因此，荧光谱的峰位位置可以通过 &（"，#）确

定- 考虑到完美半导体的禁带宽度随温度的变化关

系可以用 ;17<(30 经验公式来表达，最终荧光谱峰位

位置随温度变化的关系由下式给出：

"（#）$ "% + $#$

# - %
+ 0·,6#， （#）

其中 "% 是温度为 %= 时局域态分布的中心能量- 第

二项是温度对半导体材料能带带隙宽度的影响，由

;17<(30 经验公式来计算，$ 是 ;17<(30 系数，% 是材

图 $! 高斯形状的局域态态密度分布 !（"），分布函数 (

（"，#）和载流子分布 &（"，#）’ 注意有两种可能的情形：

（4）"% . "1和（$）"% / "1

料的德拜温度’ 第三项是载流子集体在局域态中重

新分布所带来的修正，其中 0 是无量纲系数，它的具

体值由对以下非线性方程进行数值求解得到：

010 $ #
,6

( )#
$[ ]+ 0 "7

"( )
)7

1（"%+"1）) ,6# ’ （&）

进行稍微仔细一点的分析就不难看出，上面的方程

有而且只有一个解，解的范围在 % . 0 .（# ) ,6#）$

之间-
（&）式在高温区的近似解为 0 "（# ) ,6#）$ ，这

样（#）式就变成

"（#）$ "% + $#$

# - %
+ #$

,6#
’

上式即是 >/0<55? 等人提出来的带尾态模型［#］- 因

此，这一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带尾态模型可以被看

作是我们提出的模型在高温区的一个近似-
!- !- !" 荧光谱半高宽

荧光 谱 的 另 一 个 主 要 参 数 是 半 高 全 宽（ @.//
,0A)( 1) )(5 (1/@ B1C0B.B (50D()，这 里 简 称 半 高

宽）- 同样半高宽可以从 &（"，#）导出’ &（"，#）的

半高宽 &E（#）通过求解 &（"，#）$ &（"*F，#）) $ 得

到，这里 "*F是谱峰位置- 后面我们将看到，载流子重

新分布引起的 &E（#）不是简单地随着温度递增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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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递减，而是出现了一个“ 谷”形的变化! 随着温度

增加，!.（"）先是减少，然后增加! 此外，我们必须考

虑声子（包括声学声子和光学声子）以及杂质和缺

陷散射对荧光谱展宽的贡献! 在这里，我们通过对载

流子 分 布 #（ $，"）和 散 射 展 宽［ /$0 %（ !1 %
!$"）

0］2 3作卷积处理，来得到荧光的有效半高宽’ 这

里 !1 是由于杂质和缺陷散射所引起的展宽，通常

它 作 为 温 度 的 非 依 赖 量 来 处 理，!$""4" %
#56 &［7$%56 & ’8" ( 3］［39］，"4 和 #56分别是声学声子和

光学声子散射的相关系数’
!’ !’ "’ - 积分强度

在得到荧光谱的两个主要参数———峰位和半高

宽之后，最后一个主要参数就是其积分强度’ 很显

然，积分强度和总的载流子数目成正比，即

)（"）$ %*（$，"）:$$

3 %（3 ( #!）·7;$
（$1 ( $+）% ’8"·),（&< & &#<）

（’8"）0 % 0（" & 0!/3）!
[ ]{ }0

(3

，

（9）

其中 #! 是已逃离的载流子重新被局域态俘获的百

分比’
考虑一种特殊情形：" 趋向于 1，即态密度分布

为 ’ 函数时，（9）式可简化为著名的双能级荧光热

淬灭公式［3=］! 实际上对于 " > 1 的情形，局域态系

统就转化为标准的双能级系统’ 这一事实进一步证

明了我们的模型的合理性，而且说明我们的模型更

为普遍’

?- 对一些试验数据的分析

"’ #$ 自组装生长形成的量子点：$% @ $+ 的情形

在材料 4 上生长具有不同晶格常数的材料 8，

巧妙地利用 A#<+,BC* 2 D<+,B#+,EF 生长模式，通过部

分地释放所累积的应变能而自组装生长量子点，是

近年来广泛用来制备高质量量子点的主要方法之

一’ 图 ? 示意地显示了异质外延中无位错量子点的

自组装生长’ 一开始材料 8 以二维方式生长，当超

过一定的临界厚度后，累积的应变能量会突然地通

过形成纳米岛的方式来部分释放，于是处于所谓浸

润层上的量子点就会形成’ 这样自发形成的量子点

在尺寸、组分以及量子点周围的应力情况都有一定

分布，量子点中形成的局域态在能量上的分布一般

都是高斯线型’
图 / 左边是一块 G,H+4B I H+4B 自组装生长的量

图 ?- 自组装生长形成量子点

子点样品的变温荧光谱［3/］，温度从 31 D 变到 0=1
D’ 右边是峰位能量、半高宽和积分强度随温度的变

化关系’ 图中实线是拟合的结果，和试验数据吻合得

相当好’ 图 / 右（+）中的虚线分别表示出了半导体

带隙收缩［（J）式中的第二项］和载流子重新分布

（（J）式中的第三项）对荧光峰位能量的影响’ 图 /
右（K）中的虚线分别表示载流子重新分布和声子散

射对荧光半高宽的影响’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声子

散射引起的展宽是随温度单调增加的，而载流子重

新分布所导致的半高宽变化随温度增加先是减少，

然后增加，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谷形变化’ 应该说我们

的模型相当好地重现了自组装量子点荧光谱随温度

的变化关系’

"’ !$ “A”形峰位 2 温度依赖关系：$% L $+ 的情形

前面提到过，半导体材料的发光研究中经常可

以观察到反常的“A”形的峰位 2 温度依赖关系：随

着温度的逐渐增加，荧光峰峰位首先是红移（ 向低

能端方向移动），然后在某个温度区域内蓝移（向高

能端方向移动），最后再次红移’ 这种反常的峰位能

量 2 温度的依赖关系明显背离了 M+<B",* 公式［3］或

者玻色 2 爱因斯坦公式［0］’ 这两个公式预言在理想

的完美半导体材料中，禁带宽度随着温度的增加是

单调递减的’
在多 元 合 金 半 导 体，如 H+G,N，G,H+O，4)H+O

等，“A”形的荧光峰位 2 温度依赖关系相当常见’ 长

期以来，“A”形的荧光峰位 2 温度依赖关系都被笼

统地归结于半导体材料中载流子的局域化’ 我们知

道，多元合金材料中组分分布不均匀是一个相当普

遍的现象’ 但是近年来有证据显示，在某些材料如

G,H+O 中，分布着尺寸大小不一的 G, 组分比较高的

团簇（图 J），在这些团簇中形成局域化的电子本征

态’ 由于团簇大小以及 G, 组分都不尽相同，因此局

域态在能量上有一个比较宽的分布’
我 们 对 一 些 文 献 报 道 的 G,H+4BO［3P］，H+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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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左图为 536178 9 6178 自组装量子点的变温荧光谱；右图为用本文模型对荧光谱数据［（ 1）峰位能量，（:）半

高全宽，（2）积分强度］进行拟合- 散列点是试验数据，实线是拟合结果

图 #! 5361; 材料中存在高 53 组分团簇

;<［$%］，5361;［$=］，7/61;［$$］等材料的荧光峰位随温

度变化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式中的 !1 >
!% 取负值时，根据我们的模型所计算出来的曲线，

可以很好地重现“?”形状的荧光峰位 > 温度变化关

系- 试验数据和计算结果见图 &［=#］- 如前所述，!1 >
!% 在决定局域化载流子的荧光峰位随温度变化的

行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 !% 是局域态分布的

能量中心，对于给定的材料来说是不变的- !1 则依

赖于载流子浓度和材料中内建电场大小的影响- 通

过调整载流子密度和电场的大小，显然可以改变 !1

> !% 的大小- 图 @ 是不同注入电流强度下 5361; 发

光二极管电致荧光峰位随温度的变化［#］，从图中可

图 &! 多种半导体材料中“?”形状的荧光峰位 > 温度变

化关系（点是试验数据，实线是利用模型拟合的结果）

以清楚地看到，通过改变注入电流，可以改变 !1 >
!% 的大小-

!" !# $%&’() 中的上转换荧光（*+,-.’/0123.’ 4*,
53’02-0’-0）

普通的光荧光指的是从样品中发出的光子能量

低于激发光子的能量，而上转换荧光指的是材料发

射出来的荧光光子能量高于激发光子的能量- 匹配

生长于 6178 衬底上的 6153<$ 及其量子阱结构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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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在不同注入电流强度下，/,0+1 发光二极管电致

荧光峰位随温度的变化［2］（散列点是试验数据，实线是

用（2）式和（3）式拟合的结果）

备高亮度红光二极管和激光器的重要材料’ 人们还

发现从这个材料系统上可以观察到有效的上转换荧

光’ 以前关于 0+/,45 6 0+78 界面层的上转换荧光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载流子是怎样获得能量从而实现能

量上转换的，而对于上转换之后的载流子的复合机

制则很少有人注意’

图 9- 0+/,4 样品上转换荧光随温度的变化

我们研究了一块 0+/,45 6 0+78 样品的上转换荧

光［:;］’ 激发光光子能量为 :’ <5 =>，上转换后的荧光

光子能量为 :’ <. =>’ 从图 9 可以看到，当温度升高

时，上转换荧光很快就淬灭了’ 另外可以看到，温度

升高时，荧光的低能端衰减得比较快，另外荧光峰位

有蓝移’ 这个一般都归结于有局域态参与了发光过

程，在温度升高时，载流子从低能态转移到了高能

态’ 当温度足够高时，载流子逃离出了局域态，上转

换荧光就淬灭了’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给出一个温度

依赖的上转换荧光的物理图像如图 <（+）所示’
上转换荧光峰位随温度的变化关系进行的分析

和拟合结果显示在图 <（?）中，拟合用的参数列在了

图中’ 拟合曲线和试验数据吻合得相当好’ 值得注意

图 <- （+）局域态载流子参与荧光过程示意图；（?）0+/,45 上转

换荧光峰位随温度的变化（实线是用（2）式和（3）式拟合的结果）

的是，非局域化态的能量比局域态分布的中心能量

还小约 3 @=>’ 0+/,45 6 0+78 界面层能带排列相当复

杂，并依赖于 0+/,4 的原子有序度’ 非局域化态 3
@=> 的移动可能来自于部分有序的 0+/,4 相’

A- 结论

这篇文章介绍了我们最近所发展一个局域态荧

光模型’ 该模型的发展使我们对于局域态集体荧光

的反常行为有了一个定量的认识’ 我们还介绍了该

模型在分析一些局域态荧光数据中的应用实例’ 随

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期，这个新模型对于固体材料

的变温荧光谱数据的定量分析应该是很有用的’

致- 谢- 作者感谢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杨辉和

徐仲英研究员以及现在英国东芝欧洲研究有限公司

剑桥研究室工作的袁之良的富有帮助的讨论’ 同时

也感谢段瑞飞、魏志峰等人关于量子点样品的荧光

谱的测量工作’

·!""·

前沿进展



! "#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0- 12- 23

参 考 文 献

［ 4 ］ 5167(30 8 9- 9(:7021，4;&<，"=：4=;

［ $ ］ 5031 >，>?@?)(A)0B07 C，D16B?31 E- 9(:7- FAG- H，4;’=，

"%：4;<;

［ " ］ I/07AAG 9 J，K6170/30L?G M N，E13L? E M !" #$- 9(:7- C)1)-

C?/- ，4;&<，$"：#’<

［ = ］ K?3B?, E，E031@1,1 C，N3?.A 8 !" #$- M**/- 9(:7- >A))- ，

4;’;，#=：4<&%

［ # ］ I/07AAG 9 J，9A6/03 9，>AA O !" #$- M**/- 9(:7- >A))- ，4;;<，

<4：#&;

［ & ］ D(? 8 P，J103A6 J P，Q072(A6 M O !" #$- M**/- 9(:7- >A))- ，

4;;’，<"：4"<%

［ < ］ D1? R M，>AH?A.S C Q，F?,/13B > H !" #$- M**/- 9(:7-

>A))- ，$%%"，’$："&4=

［ ’ ］ R. T 8，>. T U，813@ R 9 !" #$- 9(:7- FAG- H，4;;&，#=：44#$’

［ ; ］ C13@.03A))0 C，PA3030 E，J61770 E !" #$- 9(:7- FAG- H，

4;;;，&%：’$<&

［4%］ U1/ U?3 H，K?(16: K，V70)707(G0/0 I !" #$- 9(:7- FAG- H，

$%%=，&;：%=#"4’

［44］ R. T 8，>. T U，8.13 T > !" #$- C.*A6/1))02A E026?7)- ，

4;;’，$"："’4

［4$］ >0 W，R. C O，D(A3@ X D !" #$- M**/- 9(:7- >A))- ，$%%4，

<;：4’4%

［4"］ R. C O，>0 W，U?3@ OYF !" #$- M**/- 9(:7- >A))-，$%%=，’=：$$’%

［4=］ >0 W，R. C O，R0A E P !" #$- I.6?*(:7- >A))-，$%%#，<4：;;=

［4#］ >0 W，R. C O，R0A E P !" #$- O- 9(:7- ：D?3BA37- E1))A6- ，

$%%#，4<：=’#"

［4&］ XA0 T Q，R. C O，U.13 F Q !" #$- O- M**/- 9(:7- ，$%%#，

;’：%’="%#

［4<］ F.B03 C，FA03A2LA V >，CA@1// H- 9(:7- FAG- H，4;;%，=$：44$4’

［4’］ D.60A U- >.Z03A72A32A 03 D6:7)1/7- EA)(.A3，>?3B?3，4;&"- $%&

［4;］ J6A3?.0//A) >，H6. [ D(AG1//0A6 D，J.0//?) J !" #$- M**/-

9(:7- >A))- ，$%%%，<&：$$=4

［$%］ P?3@ 8 J，\07(0L1,1 M，V. D X- M**/- 9(:7- >A))- ，$%%"，

’"：#==&

［$4］ 8. P H，D(A3 P，>0 U C !" #$- D(03- 9(:7- >A))- ，$%%=，

$4：4"$"

［$$］ HA// M，C6030G1713 C，9/.Z/AA D !" #$- O- M**/- 9(:7- ，$%%=，

;#：

##############################################

=&<%

·书评和书讯·

科学出版社物理类新书推荐
书! 名 作（译）者 定价 出版日期 发行号

半导体异质结物理（第二版） 虞丽生 ] #$- %% $%%& 年 # 月 ^ [$=="
高等原子分子物理学（第二版） 徐克尊 ] &%- %% $%%& 年 & 月 ^ [$=’’
辐射和光场的量子统计理论 曹昌祺 ] &%- %% $%%& 年 " 月 ^ [$=&"
实验物理中的概率和统计（第二版） 朱永生 ] <$- %% $%%& 年 " 月 ^ [$=&=
物理学中的群论（第二版） 马中骐 ] &’- %% $%%& 年 $ 月 ^ [$=$4
微分几何入门与广义相对论（上册，第二版） 梁灿彬，周彬 ] #;- %% $%%# 年 4$ 月 ^ [$"&"
液晶光学与液晶显示 王新久 ] #;- %% $%%# 年 4$ 月 ^ [$=$=
量子信息物理原理 张永德 ] #;- %% $%%# 年 4$ 月 ^ [$"=<
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第二版） 戴元本 ] &’- %% $%%# 年 & 月 ^ [$4=’
计算物理学 马文淦 ] "<- %% $%%# 年 # 月 ^ [$4=<
物理学家用微分几何（第二版） 侯伯元，侯伯宇 ] ;’- %% $%%# 年 " 月 ^ [4;<&
数学物理方程及其近似方法 程建春 ] #’- %% $%%# 年 $ 月 ^ [4;#$
量子力学系统控制导论 丛爽 ] =&- %% $%%& 年 4 月 ^ [$"&;
计算电磁学要论 盛新庆 ] "$- %% $%%# 年 " 月 ^ [4;%%
窄禁带半导体物理学 褚君浩 ] 4$%- %% $%%# 年 # 月 ^ [$%;"
半导体量子器件物理 傅英，陆卫 ] #%- %% $%%# 年 4 月 ^ [$%%=
准晶物理学 王仁卉 ] =#- %% $%%= 年 ’ 月 ^ [4’%$
非平衡凝固新型金属材料 陈光，傅恒志 ] =$- %% $%%= 年 ’ 月 ^ [$%$<
软 R 射线射线与极紫外辐射的原理和应用 张杰 ] #;- %% $%%" 年 ; 月 ^ [4&’$
拉曼布里渊散射———原理及应用 程光煦 ] =’- %% $%%" 年 # 月 ^ [4"%4
广义相对论和引力场理论 胡宁 ] 4#- %% $%%" 年 " 月 ^ [44#<

! ! 欢迎各界人士邮购科学出版社各类图书- 如果您有出版意向，请和我们联系- 凡购书者均免邮费，请按以下方式和我们联系：

电! 话：%4% [ &=%4<;#<! &=%""#4#! ! 电子邮件：Z/(.L10_ :1(??- 2?Z- 23 或 B*:13_ 27*@- 3A)
通讯地址：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4& 号 科学出版社! ! 邮政编码：4%%<4<! ! 联系人：胡凯! 鄢德平

欢迎访问科学出版社网址：())*：‘ ‘ ,,,- 720A32A*- 2?Z

·!""·

前沿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