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器信息网主办的2019年度科学仪器“优秀新品奖”于

2020年5月20日隆重举行，共有22台仪器获此殊荣。科技部高

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进长为盛典致开幕辞；国家生物医

学分析中心医学工程室主任赵晓光作为嘉宾发布获奖名单，并

宣读了科学仪器优秀新品评审委员会对获奖仪器的创新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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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引进的微秒级时间分辨

超灵敏红外光谱仪，凭借其

独特的设计理念及卓越的性

能，高达1 μs时间分辨的红

外光谱快速测量，经过评审

专家严格筛选，层层选拔，

最终突破重围，荣获2019

年度科学仪器“优秀新品

奖”。微秒级时间分辨超灵

敏红外光谱仪的“优秀新品

奖”，由Quantum Design

中国表面光谱销售总监韩铁

柱博士代表领奖，他首先代表Quantum Design中国向仪器信

息网的各位专家评委以及各位用户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他

表示创新是科学仪器行业发展的源动力，Quantum Design中

国将继续借助仪器信息网平台，保持创新力，在先进技术迭代

引进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既有的本地化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

体系，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瑞士IRsweep公司推出的IRis-F1时间分辨快速双光梳红外

光谱仪是一种基于量子级联激光器频率梳的红外光谱仪，突破

了传统光谱仪需要几秒钟或者更长的测量时间来获取一个完整

的光谱的限制，能实现高达1 μs时间分辨的红外光谱快速测

量，完美提供了结合高测量速度（微秒级时间分辨率）、高光

谱分辨率和宽光谱范围的解决方案，为生物医药、化学反应动

力学的光谱分析提供了全新的策略。 

科学仪器“优秀新品奖”是仪器信息网历经10余年打造的

国内外科学仪器行业最权威奖项之一，能够得到领域专家对

Quantum Design中国长期专注科研服务与创新的鼓励和认

可，是Quantum Design中国的荣誉和保持全球创新引进的助

推动力。Quantum Design中国将时刻保持着积极进取、不忘

初心、精益求精的态度，为中国科学家提供更优质的科学和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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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案例展示： 

高温反应动力学研究 

斯 坦 福 大 学 的NICOLAS H. PINKOWSKI研 究 团 队 与

IRsweep公司合作成功利用微秒级时间分辨超灵敏双光梳红外光

谱仪-IRis-F1（Dual-comb spectrometer, DCS），演示了中红

外QCL的双梳状光谱仪在高能气相反应中的微秒分辨单次测量

的应用。 

实验中配备了两个频率梳和多套独立的验证测量系统，在压

力驱动下的高温、高压反应釜中研究了一种剧烈的丙炔氧化化学

反应。实验所采用的量子级联激光的双梳状光谱仪（DCS）是

由两个独立运行的、非固定频率的频率梳组成，其发射波长带宽

为179 cm-1 (1174 cm-1-1233 cm-1)，具有9.86 GHz的自由频谱

范围和5 MHz的频梳间距，可实现实测4 μs的时间分辨率（理论

时间分辨率0.2 μs）。同时，作者使用另一套独立的带间级联激

光（ICL）光谱仪对DCS测量的精度做了仔细的对比研究，确认

了DCS测量的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单脉冲DCS可以以4 μs

时间分辨测量速率解析丙炔氧化动力学，DCS数据清楚显示：

在反应早期（0-0.6 ms）能观察到宽带丙炔吸收特征峰，而在

0.75 ms之后可以观察到水的精细特征光谱。在剧烈的高温高压

反应中（1 ms 内约2500K和60倍的温度和压力变化）DCS数据

显示了出良好的信噪比，其信号的自然噪声抑制和时间分辨率在

高焓测试环

境中显示出

明显优势。

同时，独立

的辅助激光

测 量 光 谱

（ICL）结

果与DCS系

统测量结果

具有良好的

一致性。此

外，DCS能

够解析与温

度直接相关

的量子态信

息。并且，

随着光谱模

型和高温截

面数据库的

改进，将来DCS系统的测量准确性会进一步

提升。 随着中红外双梳光谱技术的出现，

为超灵敏双光梳红外光谱仪在高焓反应和非

平衡环境的反应动力学研究中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机遇。研究者坚信超灵敏双光梳红外

光谱仪在高能反应动力学研究中将会有更

多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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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半导体工艺的发展，集成电路的关键尺寸已经

趋向于几纳米或更小。随着晶体管尺寸的减小, 由量子效应所产

生的漏电流及其所导致的热效应使得传统的存储技术遇到了瓶

颈。自旋电子器件具有静态功耗低、可无限次高速读写、非易失

性存储等优点, 被认为是

突破当前瓶颈的关键技术, 

因此受 到了广 泛关注。 

MRAM（磁随机存取存储

器）和磁性斯格明子等是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新型

磁存储技术。 

    磁性斯格明子在不同

的作用机理下，行成的尺

寸大小也有所区别，一般

在1 nm~1 μm之间。近年

来发展的基于NV色心的超

分辨量子磁学显微镜（如图1所示），是一种很好的替代检测设

备。相比于传统的显微观测设备如克尔显微镜（分辨率~300 

nm），磁力显微镜MFM(分辨率20~50 nm )，该设备除了拥有优

于30 nm的磁学分辨率外（10~30 nm，理论上可以到纳米级），

还可以进行样品表面磁场大小的定量测试，而且NV 色心作为单

自旋探针, 所产生的磁场不会对待测样品有扰动，在磁学显微成

像上有着显著的优势。   

      2019年Saül Vélez等

人使用NV色心磁学显微

镜来揭示TmIG和TmIG/

Pt层 的 磁 畴 臂 磁 化 情

况。如图2所示，作者对

TmIG和TmIG/Pt层 进 行

了磁学显微测试，并对

图b中的两个不同位置

TmIG/Pt和TmIG区 域 的

磁畴边界d/e进行了磁场

扫描，

经过同

模拟结果对比发现位置d处的磁畴臂处于Left 

Néel-Bloch中间结构，而到了位置e处的磁畴臂

转变成了Left Néel 结构，这些结果表明磁性石

榴石中存在界面Dzyaloshinskii-Moriya相互作

用，为稳定中心对称磁性绝缘体中的手性自旋

织构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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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欧 洲 计 量 创 新 与 研 究 计 划（EMPIR）的 项 目 

“GRACE-石墨烯电学特性测量的新方法”发布了全球首个关于

石墨烯电学特性测量方法的标准化指导手册。  

    石墨烯由于其独特优异的电

学特性，在未来有望成为大规模

应用于电子工业及能源领域的新

材料。但是，目前受限于：1）

如何制备大面积高质量石墨烯，

且具有均匀和可重复的电气和电

子性能；2）无论是作为科研用

的实验样品还是在生产线中的批

量化生产，对其电学性质的准确

且可重复的表征方法目前尚不完

善，缺乏正确实施此类测量方法

的指导手册及测量标准。  

针对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EMPIR 的“石墨烯电学特性测

量新方法”项目对现有测量方法进行了总结和规范指导，更重要

的是开发了石墨烯电学特性的快速高通量，非接触测量新方法，

并用现有技术对其进行验证，取得了很好的一致性。 

西班牙Das-Nano公司参与了“GRACE-石墨烯电学特性测量

新方法”项目中基于THz-TDS的全新非接触测量方法的开发及测

量标准制定。基于该技术，Das-Nano推出了一款可实现大面积

（8英寸wafer）石墨烯和

其他二维材料的100%全

区域无损非接触快速电学

测量系统 -ONYX。ONYX

可以快速测量从0.5 mm2

到~m2的石墨烯及其他二

维材料的电学特性，为科

研和工业化提供了一种颠

覆性检测手段。 

ONYX应用方向：石墨烯、光伏薄膜材料、半导体薄膜、电

子器件、PEDOT、钨纳米线、GaN颗粒、Ag纳米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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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弓志宏工程师 

ONYX主要功能： 

☛ 直流电导率（σDC） 

☛ 载流子浓度, Ns 

☛ 载流子迁移率,μdrift  

☛ 载流子散射时间，τsc 

☛ 直流电阻率,RDC 

☛ 表面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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