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刚石薄膜有许多优异的性能! 如高的硬度、热

导率、弹性模量和光学透明性而广泛应用于机械、

光、声、电、热、电子学等各个领域。通常采用化学气

相沉积法制备金刚石薄膜时 ! 理想的沉积温度在

"## $ %##& ! 在其生长与冷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产生较大的内应力! 这些因素导致了化学气相沉积

金刚石薄膜对基体材料的特殊要求! 从而限制了金

刚石薄膜在某些方面的应用! 如在玻璃、塑料等基材

上的沉积应用。’()*( 首先研究了在液相下基于电

解技术合成金刚石薄膜的可能性 + , - ! 这引起了人们

对液相合成金刚石薄膜的广泛关注 + . $ / -。’()*( 等

在液相下利用电沉积技术制备的薄膜主要是无定形

碳膜! 基本上不含金刚石成分 + , -。在化学气相沉积金

刚石薄膜的研究中! 脉冲功率技术被用来提高薄膜

的沉积速率和质量 + % - ! 基于相似的考虑! 012 34 等

人 + 5 - 利用脉冲功率研究了类金刚石薄膜的液相电沉

积! 在较宽的实验条件范围内得到类金刚石薄膜。

酒金婷等人 + ,# -系统研究了沉积碳源和沉积条件对

液相合成类金刚石薄膜的影响! 并对沉积机理进行

了研究。但在样品的 6()(7 光谱的分析中还没有明

显的金刚石特征峰的报道! 主要原因在于电解有机

溶液时所使用的电压较低 8小于 .9:; ! 有机溶液的

电离程度较低! 从而不足以产生金刚石薄膜生长所

需要的高浓度的含碳活性基团和原子氢。本文针对

电沉积技术中的不足! 采用脉冲电弧放电有效电离

甲醇溶液! 探讨了在常压下制备含金刚石的碳膜甚

至金刚石薄膜的可能性。

, 实验部分

为了提高液体的电离度! 本研究采用脉冲电弧

放电电离有机溶液。在液相沉积研究中! 甲醇的研究

结果要优于乙醇、丙酮等有机溶液而被认为最适合

作为电沉积碳膜的液态碳源 + <! = -。为此本实验主要研

究了甲醇溶液的脉冲电弧放电沉积特性。该沉积系

统通过较小的甲醇液滴 8半径 $ ,));诱导形成脉冲

电弧放电! 从而产生较高浓度的含碳活性离子和自

由基团。图 , 为该沉积实验装置的原理图。通过调节

变压器 , 可在电极之间产生 # $ =9: 的电压。当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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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脉冲电弧放电电离甲醇溶液在常压下研究了含金刚石成分的碳膜的制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8 NBO;、傅里叶红外光

谱 8 PQ@R6 ;、激光 6()(7 光谱和 S 射线衍射 8S63; 研究了在确定的基片温度下甲醇浓度以及放电电压等沉积条件对薄膜的形

貌和金刚石的合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在放电电压低于 .9: 时! 薄膜主要由无序石墨和无定形碳组成。提高放电电压有助

于金刚石的合成! 在高的放电电压下! 降低甲醇溶液浓度有利于提高碳膜中金刚石成分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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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脉冲电弧放电沉积装置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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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液滴依次经过电极时% 利用液滴的诱导形成脉冲

电弧放电。电极距离根据放电电压的大小调节% 约

& ’ "((。基片为单晶硅片% 基片的前处理仅用稀硝

酸溶液和丙酮溶液超声清洗。基片采用电阻丝加

热% 其温度可在室温到 "))*之间变化并通过热电

偶温度计测量。薄膜的表面形貌利用 +,-.//0)12
型 扫 描 电 镜 观 察 % 薄 膜 的 成 分 结 构 采 用 3456.
789.:(;<59 "&) 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 >?.:@A、激光

@<(<B 光谱仪 = 1CD@C-.E@A 和 F 射线衍射 =F@GA

分析表征。

& 结果与讨论

&H 0 形貌观察

采用脉冲电弧放电电离甲醇溶液得到的薄膜样

品的形貌受基片温度、溶液浓度和放电电压的影响

均较大。在基片温度为室温时% 因薄膜中含有较多

的有机化合物% 薄膜样品呈深色粘稠状。显微观察

薄膜的表面为连续光滑的玻璃态。提高基片温度有

利于在沉积过程中在基片表面反应生成的有机物的

快速挥发% 形成表面粗糙的颗粒状结构的薄膜。但

过高的基片温度 =高于 I))* A 会导致甲醇的燃烧而

无法形成电弧放电。在本实验研究中采用的基片温

度均为 &))*。表 0 为 0J ’ "J样品的制备条件。

表 0 样品的制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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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为 0J ’ "J样品的 ,U- 图。在放电电压较低

= 0J A时% 薄膜主要由光滑的连续状的结构构成。提高

放电电压会导致薄膜样品中分离的、颗粒状结构的

产生。这种颗粒结构在高甲醇浓度时其表面光滑% 颗

粒粒径较大 = &J A。随着甲醇浓度的降低% 薄膜样品表

面的颗粒粒径减小 = IJA V 并在甲醇浓度进一步降低

时 % 颗 粒 的 表 面 由 光 滑 变 为 粗 糙 % 颗 粒 大 小 约

)H /!(% 形成高低不平的样品表面 = "JA。薄膜样品的

结构变化主要与不同的放电电压和甲醇浓度下甲醇

溶液的电离程度的不同和有机物在基片表面的挥发

快慢有关。提高放电电压有利于甲醇溶液的充分电

离而得到高浓度的含碳活性基团% 而过大的甲醇浓

图 & 0J ’ "J样品的 ,U- 图

>4OH & ,U- 4(<O8K 6W K;854(8BK 6W 0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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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样品的 )*+*, 光谱

-./0 & )*+*, 123456* 78 1234.+3,1 78 !’ *,9 (’

图 : &’、:’样品的 )*+*, 光谱

-./0 : )*+*, 123456* 78 1234.+3,1 78 &’ *,9 :’

度会导致有机物在基片表面的快速沉积; 从而得到

表面光滑的沉积物。另外在样品表面存在着无规则

的凹痕; 是由于脉冲电弧的冲击引起的。

(0 ( )*+*, 光谱分析

图 & 为 !’、(’样品的 )*+*, 光谱。在 !’样品的

)*+*, 光谱中; !&$$ 4+ < ! 和 !=%%4+ < ! 附近出现两

个展宽的特征峰; 其中 !&$$4+ < ! 特征峰对应于无序

石墨的 )*+*, 散射; 而 !=%%4+ < ! 特征峰是由单晶

石墨在 !$#%4+ < ! 的特征峰向高波数方向移动并展

宽得到的; 而该峰的移动与展宽和石墨晶体的细化

程 度有 关。 由于 !&$$4+ < ! 特征 峰在 单晶 石 墨的

)*+*, 谱中不会出现; 其强度随石墨晶体的无序度

的增加和晶粒大小的减小而增加 > !!; !( ? ; 而在 !’样品

的 )*+*, 谱中 !&$$4+ < ! 特征峰明显; 这说明 !’样

品中含有无序的微晶石墨和无定形碳 > !& ? ; 基本上无

金刚石成分。结合 @AB 观察的结果 C见图 ( D ; 可以

认为 !’样品是由石墨微晶镶嵌在有机化合物中构

成的。提高放电电压到 &EF 后得到的 (’样品的

)*+*, 谱中; 在 !&&!4+ < ! 附近出现了与金刚石相关

的展宽峰; 同时在 !!(%4+ < ! 附近出现与金刚石的前

驱物相对应的展宽带; 特征峰的展宽与金刚石晶粒

细微有关 > !: ?。这一结果说明提高放电电压后; 即使

利用纯的甲醇溶液 ; 在放电过程中也能合成金刚

石。)*+*, 光谱分析表明提高放电电压有利于 !"&

碳的形成; 在放电电压较低时; 通过降低甲醇溶液浓

度无助于金刚石的合成。

在较高的放电电压下降低甲醇浓度可提高薄膜

的质量。图 : 为在提高放电电压、同时降低甲醇浓度

后制得的 &’、:’样品的 )*+*, 谱。在两样品的

)*+*, 谱中; 均出现了较尖锐的 !&&&4+ < ! 的金刚石

特征峰; 这些特征峰直接证实了利用脉冲电弧放电

电离甲醇溶液在常温常压下可合成金刚石G 同时在

H !=%%4+ < ! 处出现与石墨及无定形碳相关的特征

峰。其中在 !(I 的甲醇浓度下制得的 :’样品的金刚

石 )*+*, 特征峰的强度高于 (%I 的甲醇浓度下制

得的 &’样品的金刚石特征峰。)*+*, 光谱分析说明

在相对较低的甲醇浓度下利用较高的放电电压能得

到含金刚石成分的碳膜; 而进一步降低甲醇浓度有

利于提高薄膜内金刚石的含量。

)*+*, 分析表明; 决定沉积的薄膜中是否含有

金刚石成分的主要因素是放电电压。利用纯的甲醇

溶液在高的放电电压下也能观察到金刚石的合成。

而当放电电压较低时 C小于 (EFD ; 即使用浓度较低

的甲醇溶液; 也只能观察到无序石墨和非晶碳的合

成。在高放电电压下; 降低甲醇浓度有利于提高薄膜

中金刚石的含量。

利用较高的放电电压制备的碳膜中含有金刚石

也可从 J)K 分析中得到证实。图 $ 为 :’样品的

J)K 图。除硅基体产生的很强的衍射峰外; 出现了

展宽的金刚石衍射峰; 证实了样品中含有金刚石成

分。衍射峰的显著展宽表明金刚石颗粒比较细微。

(0 & L) 光谱分析

从样品的 @AB 观察可见; 特别是甲醇浓度较高

时得到的样品中; 存在着连续状的沉积物。文献 > !$ ?

指出电解有机溶液能够制备出含类金刚石成分的聚

合物薄膜。图 = 为利用 (%I 的甲醇溶液在 :EF 的

放电电压下制得的 &’ 样品的 -MNL) 图。在 L) 谱中;
H ("=%4+ < !; H (#O:4+ < ! 出现较小的伸缩振动吸收

峰; 这些峰在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的 C类 D 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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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薄膜的红外谱中一般也能观察到$ 对应于 %&’ 伸

缩振动吸收峰$ 表明薄膜中含有氢且主要形成碳氢

!"( 杂化键 ) #* +。在甲醇溶液制备的样品的 ,- 谱中 $
没有出现与 &.’ 基对应的伸缩振动峰$ 这说明在放

电过程中$ 有机溶液发生了电离$ &.’ 基与含碳基团

间的化学键首先发生断裂生成 %’(
/ 等活性基团$ 这

些含碳的活性基团在脉冲电弧的作用下喷射到基片

上形成碳膜。由于单碳的活性粒子如 %’(、%’(
/ 、

%’0
/ 等是形成金刚石的前驱粒子 ) #1$ #! + $ 因此在放电

过程中有金刚石合成的关键在于甲醇分子中的 %’(

基团与 &.’ 极性基团发生断裂而生成 %’( 等活性

粒子。这也正是在 -2324 分析中放电电压是合成金

刚石的决定性因素的原因。在 155 6 #"5573 8 # 间还

有许多吸收峰$ 对应于放电过程中活性基团发生的

不同程度的反应生成的有机物$ 其特性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 结 论

采用脉冲电弧放电在大气压条件下电离甲醇溶

液 制 备 了 含 金 刚 石 成 分 的 碳 膜 。 在 放 电 电 压 为

#9 ":; 时$ 碳膜主要由无序石墨和无定形碳组成。提

高放电电压后有利于金刚石的合成$ 从而得到含金

刚石的碳膜。利用高放电电压$ 降低甲醇溶液的浓度

可提高碳膜中金刚石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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