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不发光的硅发光，希望飞跃性地提高半导体的性能 

    该研究室的研究目标是制作纳米结构等比较特别的半导体，并由此开拓、理解、应用在制作过程

中发现的光的新功能特性。 

    被称为「产业之米」的半导体大部分是由硅制作的。比较庆幸，硅是地球上第二大容易获取的元

素，是半导体产业不可缺少的物质，但硅唯一可称得上缺点的就是「不发光」。 

    因此该研究室从事「使硅发光的研究」，思考能否制作出「发光半导体」、「发光硅晶圆」。如果硅

本身能发光的话，就不必使用像发光二极管这种其它的发光部品，这样一个集成电路本身就包含了发

光部分及其驱动电路，关系到省电、降低成本、增大信息传输量等。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研究人员在从事使不发光的硅发光的研究，这是现代半导体技术中的重大课题。

研究的方法各种各样，比如在表面贴发光膜，或者制作成具有发光性的极微细的结构（纳米结构）等

等。 

    该研究室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将发光元素导入纳米结构的硅中，得到发光效率高达 2%

的物质。 

 

 

半导体微细结构的光物性研究 

     该研究室在导入铕（Eu）制作硅时，已确认该硅变黄并发光。 

     为了与光纤直接连接，该研究室用 1.5微米的波长使硅发光，作为目前最有效的「使硅发光」的

方法而备受关注。他们专心于这项研究，通过利用电气通信大学所有的 X 线衍射装置及电子显微镜等

等设备分析这些新型导体材料，很快就能发现高亮度发光及其特定的原因。 

  在高分解能分光技术等物质解析方面，还拥有丰富的技术诀窍

     此外，该研究室采用高分解能分光技术，利用结晶振动等方法能够分析物质的结构。我们认为运

用各种物质分析评价方法来积累研究经验，是不是与发现及制造新型材料有关呢？该研究室实际上还

有与活用这些技术的企业进行共同研发的实绩。 

 

深入研究「发光物性的机制」 

     该研究室今后会继续研究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并不只局限于硅，他们还会研究纳米这种有特

点的结构，希望使其呈现出更有用的发光现象，并探明它的机制。 

     氧化锌也是用于化妆品的安全廉价的白色材

料，通过增长纳米尺寸的极细小的「针」，能够发

出很强的红色光。由于氧化锌原本是发出蓝色及绿

色的光，所以用 1种材料或许就能制作出具有所有

颜色的二极管。 

     并且制作「发光硅」就等于是「用硅制作发

光二极管」，如果能够实现这项技术，就如同目前

发光二极管正在大幅度改变「光」的世界一样，在

广泛的产业领域内，一定能够成为隐藏了巨大潜力

的技术。该研究室希望累积研究经验，为这项技术

的 实 用 化

贡 献 自 己

的 微 薄 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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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可变光学特性评价装置 

新型纳米材料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