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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固体发光》是关于固体发光的专著，是物理类专业教材，为从事固体发光研究和教学工作50余年的
许少鸿教授生前所著。

《固体发光》(作者许少鸿)首先介绍发光现象和发光的应用，然后介绍发光材料及其特征。
接着介绍了群论在发光中的应用、发光中心与发光光谱、晶格弛豫与无辐射跃迁，阐述了发光动力学
、能量传递等发光的物理基础。
《固体发光》重点讲述无机物的电致发光、有机薄膜的电致发光，这是目前国际上正在竞争发展的平
面显示方案。
附录中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发光材料、发光的重要特性测量方法以及亮度和色度的概念。

《固体发光》是从事固体发光研究人员的综合性参考书，又是物理类、材料类相关专业高年级大学生
和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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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烧出一种能够发光的荧光粉并不太难，但要它能用于所需要的场合，特别是成为合格的商品，
则就不那么容易了。
例如，所有的紫外光几乎都能够激发发光，但是现在用在日光灯中的荧光粉，则必须是在254nm汞线
的激发下才有高的发光效率，同时又必须发出所需要的光谱。
很重要而又常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实验室中能够实现的，并不一定能够批量生产，这是科研和生产的
根本区别。
　　许多发光器件使用单晶。
根据不同的器件要求，单晶的种类、大小以及生长方法是各种各样的。
有的晶体，要在2000℃高温下用提拉法生长；有的在室温下于溶液中生长；有的在同类晶片上于气相
或液相中外延（epitaxy）生长；有的则因得不到所需尺寸的同类晶片作衬底，不得不在具有相近晶格
常数的异类晶片上生长。
不论哪一种，都要求生长出的晶体的完整性。
因此，生长的技术常常是得到优良材料的决定性因素，而单晶也并不是只用作发光材料。
所以生长方法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薄膜的制备方法有两大类：外延法和真空法。
不过除非需要的是单晶薄膜，否则都用真空法。
真空法又可分为等离子体溅射、电子束蒸发和热蒸发。
等离子体溅射，是在不太低的真空中产生真空放电，形成等离子体，其中由离子轰击原料做成的靶面
，将表面的原子溅射到选定的衬底上。
普通加热方法是将样品放在耐高温金属如钨舟或钼舟里，舟的两端连着电极，通电流加热，通常使用
低电压大电流。
由于热要由金属舟传到原料，再由原料底层传到表面，等表面层温度升高到蒸发温度，原料才会无阻
碍地被蒸发。
可见整个原料受热是不均匀的，而过程所费的时间较长。
这是热蒸发的一个缺点。
电子束蒸发则是将电子束聚焦在待蒸样品上，产生的热使样品蒸发，和加热蒸发实质上是相同的。
但它可以在很小的区域内很快地达到很高的温度，这有时是很必要的。
蒸发温度高低则可由电子束电流的密度加以控制。
另外，对于高分子材料，则可以采取甩胶的方法。
这就是用适当溶剂将高分子材料溶解，把少量溶液滴在旋转的圆盘上，使溶液向四面散开。
待溶剂挥发后，即可得到厚薄均匀的薄膜。
这种方法最简便，成本也低，但并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采用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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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固体发光研究和应用领域充满活力，发 展迅速。
《物理类专业系列教材：固体发光》是许少鸿教授从事固体发光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心血之作，引领读
者学习固体发光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了解在绿色环保及节约能源等理念指导下 固体发光科研的新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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