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光散射分光法探明物质的相变现象 

该研究室采用激光散射分光法从事相变现象的研究。 

    所谓相变，是指物质的结构及特性在某种温度、压力条件下，定性地发生变化的现象。所有的物

质在某种温度、压力条件下，会发生气体—液体—固体之间的相变。像这样除了密度发生变化的相变

之外，还有在维持固体的状态下，原子排列发生变化的相变以及导电性突然变化，产生超导性等固相

间的相变。研究人员把这样的相变称为结构相变，并通过相变呈现出新的特性。 

因相变而产生新特性的物质中，形状记忆合金是最具代表性的实用化产品，如果能够探明相变机

制，就有望自由控制相变，制造出便于加工及使用等具备各种功能的物质了。 

「采用光散射分光法探明物质的相变机制」这个研究课题的

目的是从原子及分子水平来探索物质结构及状态的变化，彻底查

明引发物质特性的根源。 

水晶（SiO2）作为压电元件及各种设备的绝缘基板的重要原

材料，研究人员虽然已经探明了它的相变机制，但仍无法解释在

转移点附近发生较强散射的根源问题。 

在较多的实验研究中有新发现 

除此之外，该研究室还倡导新标准，以实证为目的，除了拉

曼散射、布里渊散射、双折射等光学测量，他们还从事很多实验

研究，新发现了二次拉曼散射的积分强度开始脱离随机理论的温

度比相变温度还要高出 30K（开氏度）等现象。 

根据量子顺电体钛酸锶（SrTiO3）的量子效应，他们还研究

相变控制效果的机制，以此来探明临界领域的铁电性。 

在最近的研究中，他们探明了铁电相变的机制为变位型和有

序-无序交叉型，特别是在临界领域，它的相变机制是由有序-无

序交叉型来控制的。 

而且, SrTiO3的相变不同于一般的物质，铁电领域

的所有的结晶并非呈现一样的状态，而是作为纳米尺寸

大小的颗粒状铁电领域显现出来。 

考虑这种颗粒状的分域是巨大铁电率的起源，作为

铁电材料是很有深层意义。 

目前，作为 Rayleigh-Mie 散射特性的波长依赖性

与散射角的依赖性的测量基础上正在研究这种颗粒状

的领域的尺寸的温度变化。 

 

 

拥有广泛温度范围内的光散射分光技术 

该研究室最擅长的就是以电介质、分子性结晶、液

晶等固体试验样品为对象，拥有广泛温度范围（6～

1000K）内的光散射分光技术。像这样在各种条件下能

进行测量的技术有望扩展未来的研究。 

他们的特点就是在分光技术上，在研究光散射分光

（拉曼散射、布里渊散射）等现象的同时，还着眼于荧

光光谱、吸收光谱等原子·分子具有的电子状态的研究。 

人眼不能看见的纳秒世界，虽然无法用拉曼·布里

渊散射、X 射线等普通方法检测出来，但采用荧光光谱

却能灵敏地捕捉到原子·分子周边的变化。 

 

 

以开发纳米级薄膜、颗粒的分光技术为目标 

「以碳化合物为基础的新型电子器件材料的研究」、

「固体碳纳米颗粒的摩擦研究」是采用了光散射分光技

术的新研究课题。 

呈现强大导电率的张弛振荡器具有纳米尺寸的微

小磁畴，他们考虑这是否就是它产生强大导电率的根源，

进而根据 Rayleigh-Mie 散射法，通过微小磁畴的散射，

正在研究其磁畴形成与导电率的关系。 

特别是对含硼元素的金刚石超导现象的根源研究

已经开始转向探索、开发具有高绝缘破坏电压和高载子

移动率的宽带隙半导体相关的新型电子器件材料。 

他们还着眼于分子振动，在研究纳米颗粒 C60及石

墨的纳米级摩擦的过程中，他们的目标是开发出「超润

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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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备 

光散射（拉曼散射、布里渊散射、荧光光谱、吸收光谱）分光系统，皮

秒时间分解分光装置，皮秒脉冲激光，光子相关计（相关器），炉（可达

到 1000K 高温），低温恒温器(6K～室温低温部分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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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c.uec.ac.jp/sp/abe/lsahp.htm 

 

 

氦流动式光学用低温恒温器(6～300K) 

皮秒激光系统(cw-Mode-Lock YAG)。绿色光(532nm)

与橙色光(590nm)的脉冲幅度分别约为100皮秒和10

皮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