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尖端致场增强及其在电化学与生物医学光子学中的应用

报告摘要：

尖端致场增强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物理概念，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能够接触

到它，比如，它是避雷针的工作原理。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科研热点的聚

集，纳米结构中的尖端致场增强效应被越来越多的利用在了不同的领域。主讲人在大范围跨

学科的科研工作中，利用尖端致场增强原理，在电化学与生物医学光子学中均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在电化学方面，主讲人发现纳米金针尖上极强的静电场可造成反应物富集，使用此

金针结构进行电催化二氧化碳还原产一氧化碳实验时，反应速率可比同期文献高一个数量级

以上，此结果标志着二氧化碳还原向大规模工业应用迈进了一大步。在生物医学光子学方面，

主讲人主攻新型光镊及其对生物粒子的捕捉。主讲人发展出的可捕捉单体艾滋病病毒的光镊，

对艾滋病感染机理研究有重大意义。为了捕捉比病毒体更小的生物粒子，主讲人发展了金属

薄膜上带有尖端结构的纳米亚波长小孔并用之实现了单体蛋白质分子的捕捉。在未来的科研

中，主讲人计划将尖端致场增强的方法更深入的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发展诸如尖端增强电

化学生物传感器，尖端增强拉曼光谱，尖端增强光镊等技术，并将其整合在同一个生物医学

实验平台上，为前沿单分子生物医学科研提供多方面，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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