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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纳米片因其独特的电子和物理特性受到了广泛关注，常见的二维无机材料如石墨烯和金属

硫化物 （例如 TiO2, TiNbO5, MoS2, WS2 等）等易于构筑薄层器件，广泛应用于电子、光子和自旋电

子技术等领域。大部分的纳米片是通过对层状材料进行剥离得到的，即所谓的“自上而下”的方法。

与此相对，“自下而上”的纳米薄片，一般是直接通过有机化合物共价键、有机配体和金属离子的配

位键等连接得到的，例如表面金属-有机骨架和共价有机框架。这类自下而上制备的纳米片，结构和

性质可通过调变有机骨架的而进行随意的调整，这是选择使用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方法合成纳

米片的主要原因。然而，目前对这种自下而上的二维金属络合纳米片的应用研究还是非常之少的。

本次报告将详细介绍我们课题组开发的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即通过简单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设

计并合成一系列含有单金属或双金属的金属络合二维纳米片。通过不同的界面合成方法（气-液或液

-液界面合成），可获得单层或多层二维纳米片。通过调变有机配体的骨架和金属中心，或改变配体

中的配位单元数量，二维纳米片的空间结构和排列可以随意控制。另外，通过优化设计配体的结构，

这类金属配合物还可形成较强的 π-共轭，在可见和近红外区具有强烈的吸收，这些性质将有利于构

建具有光敏性和半导体性的纳米片。[1,2] 

参考文献 

[1] Wong, W.-Y. and Nishihara, H. et al., Nat. Commun., 2015, 6, 6713.

[2] Wong, W.-Y. and Nishihara, H.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17, 56, 3526.

全国第十一届有机固体电子过程暨华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学术讨论, 2018年10月26-29日, 海滨城市, 青岛, 中華人民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