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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叙述拉曼光谱学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从广义散射的高度，介绍了拉曼
光谱的理论，从实验工作需要的角度，相当具体地介绍了有关拉曼光谱实验的内容。
下篇在理论上探讨了低维纳米半导体拉曼谱的基本特征后，以激发光特性以及低维纳米体系的尺寸、
形状和材料极性对拉曼光谱的影响为纲，较全面地总结和介绍了低维纳米半导体的拉曼光谱学。
本书附录收集和整理了理论和实验方面的一些较深入和具体的内容。
    本书可供从事拉曼光谱学实验和技术应用的科技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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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 光散射与拉曼散射　　光散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观察到的现象。
例如，当光通过均匀的透明纯净介质或者稳定的溶液(如玻璃、纯水)时，用肉眼从侧面看不到光的踪
迹；如果介质不均匀或者分散其中的颗粒较大(如有悬浮颗粒的浑浊液体以及胶体)，我们便可以从侧
面清晰地看到在介质中传播的光束，这就是因为介质存在光散射的缘故。
　　19世纪，对光散射的研究，以光被小粒子、分子引起的散射以及散射强度为重点，20世纪后，开
始了比分子更小的“粒子99 9如化学键、准粒子、原子和自由电子等引起的光散射和散射能量的研究
。
　　1．小粒子或分子密度涨落引起的光散射及对其散射强度的研究　　1)小粒子和分子密度涨落的光
散射　　19世纪，光散射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以自然界广泛存在的液体和气体为主，并因具体散射根源
的不同而分别称作丁达尔(Tyndall)散射和分子散射。
　　(1)丁达尔散射。
指由胶体、乳浊液、含有烟雾的大气等物质中所含的尺度与入射波长相当或稍大的小粒子所产生的散
射。
l868年，丁达尔在研究白光被悬浮于液体中的粒子散射时，观察到了散射光是蓝色且是部分偏振的口1
，因此，人们把这类散射称为丁达尔散射。
　　(2)分子散射。
在十分纯净的液体和气体内，构成液体和气体分子的热运动造成了分子密度的局部涨落，由这种尺度
小于入射波长的分子的局部密度涨落引起的光散射就称为分子散射。
在临界点时，出现所谓临界乳光现象。
该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在临界点时，分子热运动十分激烈和密度涨落极大，从而引起了强烈光散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拉曼光谱学与低维纳米半导体>>

编辑推荐

　　《拉曼光谱学与低维纳米半导体》可供从事拉曼光谱学实验和技术应用的科技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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