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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４３６９—２００９《金纳米棒表征》分为七个部分：

———第１部分：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方法；

———第２部分：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峰的介电敏感性；

———第３部分：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因子的估算；

———第４部分：荧光量子效率的估算；

———第５部分：光热效应的评价方法；

———第６部分：表面电荷的测量方法；

———第７部分：聚集体结构的表征方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４３６９—２００９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７９）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吴晓春、纪英露、解思深、冯莉莉、张珂、刘建波、何伟伟、胡晓娜、向彦娟、高洁、

赵蕊、王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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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尺度效应带来的新奇性质赋予了纳米材料更多的功能性。各向异性的贵金属纳米晶就是其中

一类。在纳米尺度，贵金属纳米晶具有很强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特征。这一共振特征不仅与尺度相关，

还与其形状密切相关。贵金属纳米晶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峰的峰位和数目以及表面增强的拉曼散射的有

效光谱范围都可以通过控制其形状来进行调控和优化。因此，它们具有比球形粒子更优异的一些光学

和电学性质。

贵金属纳米结构的优异性能可望在生物传感、药物传递、疾病诊断与治疗、生物成像等与生物医学

密切相关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些性质大部分都与其表面等离子体特征密切相关。因此为了更好

地利用这些性质，对其表面等离子体特征的表征就显得极为重要。通常，贵金属纳米结构的表面等离子

体共振峰位于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区域，因此制定基于此方法表征的标准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

切。具体到本部分，我们制定用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表征金纳米棒的平均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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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纳米棒表征　第１部分：

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方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４３６９的本部分规定了金纳米棒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的表征方法及用吸收峰位来计

算平均轴比。

本部分适用于轴比为２～５、直径小于３０ｎｍ的圆柱状金纳米棒的表征。

其他贵金属纳米结构的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表征亦可参照本部分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４３６９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１３９６６　分析仪器术语

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２　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第２部分：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

ＧＢ／Ｔ１９６１９　纳米材料术语

ＪＪＧ１７８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检定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９６１９、ＧＢ／Ｔ１３９６６和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２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　狌犾狋狉犪狏犻狅犾犲狋，狏犻狊犻犫犾犲犪狀犱狀犲犪狉犻狀犳狉犪狉犲犱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狊狆犲犮狋狉犪（犝犞犞犻狊

犖犐犚）

将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测量范围扩展到近红外区域。

３．２

等离子体共振吸收　狆犾犪狊犿狅狀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

当入射电磁波照射到金属上时，金属中的自由电子在电场的驱动下相对于正离子的晶格以一定的

频率发生相干振荡而产生的吸收。

３．３

纳米棒　狀犪狀狅狉狅犱狊

是纳米尺度的棒状颗粒，其在一个维度上的尺度与其他两个维度之比均大于１。在尺度较小的两

个维度上的尺寸应介于１ｎｍ～１００ｎｍ之间。

３．４

轴比　犪狊狆犲犮狋狉犪狋犻狅

对于纳米棒，其沿长轴方向的长度与沿短轴方向的长度之比。

４　原理

金纳米棒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吸收表现为两个方向的共振吸收，见图１。其中峰１是电子沿短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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