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子级电流的超快控制对纳米电子未来创新和应用至关重

要。之前相关研究表明，通过将皮秒级太赫兹脉冲耦合到金属纳

米结构可以实现纳米尺度上极度局部的瞬态电场。  

近年来太赫兹近场显微扫描探针系统（THz-STM）已成为当

前材料表征的一种热门手段，引发了国内外科学家们极大的兴

趣。如近期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Frank 

A. Hegmann教授研究组在美国RHK Technology公司生产的商用

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RHK-UHV-SPM 3000）系统上自主

研发了太赫兹-扫描隧道显微镜（THz-STM），首次在超高真空
中对Si(111)-(7×7)样品表面执行原子分辨率THz-STM测量，展示

了超高真空中的THz-STM探索原子精度的超快非平衡隧道动力学

的超强能力。  

今年4月，美国RHK Technology公司首套太赫兹近场显微用

Beetle STM（型号：ATM 3000）系统在国内成功安装。该设备

可与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结合，搭建太赫兹近场显微扫描探针系

统。该系统可在大气环境下工作，后期根据需要可在用户实验室

升级为超高真空变温STM系统。RHK公司工程师在安装和调试该

套设备之后，目前仪器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预先设定的要求，

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认可，充分展现了该款产品与THz信号结合的

广泛应用前景。  

2019年10月，Quantum Design 中国子公司引进了美国

PSC (Photothermal Spectroscopy Corp, 前身为Anasys公司) 最

新发布的一款亚微米级空间分辨率的红外光谱和成像采集系统—

—mIRage O-PTIR (Optical Photothermal Infrared) 光谱仪。基于

独家专利的光热诱导共振（PTIR）技术，mIRage产品突破了传

统红外的光学衍射极限，空间分辨率高达500 nm，可有效助力科

研人员全面地了解亚微米尺度下样品表面微小区域的化学信息。  

目前，大多数的红外光谱空间分辨率受限于红外光的衍射极

限，只有10-20 μm，且依赖于红外光波长，而mIRage O-PTIR凭

借其独有的专利技术克服了上述问题，将空间分辨率提升至500 

nm；mIRage采用可调的脉冲式中红外激光激发样品表面，产生

光热诱导膨胀效应，并以可见光为“探针”探测样品聚焦区域的

光学效应，可实现无接触式地快速简易测量，避免了传统全反射

模式下的散射像差和交叉污染；mIRage在反射模式下所得谱图与

透射模式下FTIR完全一致，极大的简化了样品制备问题，无需制

备薄片，直接测试较厚样品，大大提高测试效率；另外mIRage红

外光谱仪可以选配透射模式，十分适用于液体样品和一些特殊混

合样品，极大的扩展了应用范围。 

令人惊喜的是，mIRage还可与拉曼光谱联用，实现同时同地

相同分辨率的IR和Raman测试，却无任何荧光风险，能够帮助研

究者更快速全面地确定所分析样品的化学组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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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Quantum Design中国子公司将mIRage超高空

间分辨红外拉曼同步成像光谱仪引进国内市场。为方便国内相关

科研工作者更直观地体验该系统的性能和操作，QD中国北京实

验室于2019年12月安装了该设备实体样机。届时我们诚挚地邀请

您来我司进行试用体验，在近距离感受这台设备的独具魅力之

时，与我们的技术人员探讨适合您的红外&拉曼解决方案。 

基于超高空间分辨率（500 nm）红外及与拉曼联用的优势，

mIRage超高空间分辨红外拉曼同步成像光谱仪可以快速准确地

对样品进行亚微米尺度的红外光谱和成像分析，被广泛应用于高

分子、生命科学、医药合成、微电子器件有机缺陷分析、物证分

析等领域。以下是部分典型应用实例： 

高分子领域 

生命科学领域 

作为红外光谱领域一颗耀眼新星，mIRage独特的空间分辨

率、无损检测及与拉曼联用的优势，使其不断开发和探索更多的

应用领域，我们也期待能够为国内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红外&拉

曼解决方案。 

QD

2 RHK Beetle STM

近日，来自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Stefan Strauf教授组报道了

一种新的制备高效率量子发射器的方法，用于在芯片平台上创建

大量的量子光源。该方法具有有序可控以及量子产率高的特点，

不仅为不可破解的加密系统开发铺平道路，而且还为量子计算机

的研发提供了可能的技术方案。该项工作成果发表在Nature Nan-

otechnology “单层WSe2中位点控制的量子发射体与等离子体纳

米腔的确定性耦合” 一文中，文中描述了一种在芯片任意位置按

需创建量子光源的新方法（如图1a所示）。  

   蓝宝石衬底上分

布了有序分布的金颗

粒（立 方 体）阵 列，

单层WSe2被转移到衬

底上，三氧化二铝分

隔层与金镜子也被加

入实验的设计。理论

与实验证明了单光子

发射器存在于每个金

颗粒的四角处。实验

发现单光子发射器实

现了每秒发射4200万个光子，创历史新高。 

值得指出的是，在量子发射器光致发光谱的测量过程中，使

用了德国attocube systems AG公司的低温强磁场共聚焦显微镜

attoDRY1100+attoCFM，它简单易用，模块化的设计满足了光学

实验开放性与灵活性的要求。极低温与强磁场下的光致发光、荧

光光谱、拉曼光谱、光电流、电致发光、电学测量等材料性质测

量都可以由此实验平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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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z-STM

波谱范围 模式 探针激光 
样品台最

小步长 

样品台X-Y

移动范围 

IR (1850-800 cm-1
) 反射 

532 nm 100 nm 110*75 mm IR (3600-2700 cm-1
) 透射 

Raman (3900-200 cm-1
) 反射 

1

240 µm

IR

998 cm-1 of isotactic polypropylene 

2 IR Raman

70*70 µm

1583cm-1 Raman

IR Raman

写信至info@qd-china.com，您可以获取QD中国超

高空间分辨红外拉曼同步成像光谱仪真机体验及样品

测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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