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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系统研究了低能 )*’+ ，)*"&" 和 )*%## 原子团簇与 )*（$$"）表面的相互作用过程，详细分析了初

始原子平均动能为 $,"，",$ 和 "$-. 的原子团簇的沉积演化过程及其对基体表面形貌的影响 ,研究表明，初始原子

平均动能是描述低能原子团簇的重要参量 ,当团簇的平均原子动能较低时，团簇对基体表层原子点阵损伤较小，基

本属于沉积团簇；随着入射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的增加，团簇对表层原子点阵结构的破坏能力增强，当团簇的原子

平均动能增加到 "$-. 时，团簇已经显现出注入特征 ,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形貌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团簇的初始

原子平均动能，但随着团簇所含原子数目的增加，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的影响略有增强 ,此外，对低能原子团

簇与基体表面相互作用的物理机理进行了讨论 ,

关键词：分子动力学模拟，低能原子团簇，载能沉积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0）资助的课题 ,
! 通讯联系人 ,大连理工大学物理系，大连 ""#$%&, 123456：789:4;<=>6?* , ->?, @;

" A 引 言

低能团簇与材料表面的相互作用在薄膜材料的

合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在很多薄膜制

备过程中，如基于低温等离子体技术的化学气相沉

积（B.C）和 物 理 气 相 沉 积（).C）、脉 冲 激 光 沉 积

（)DC）以及电弧离子镀等薄膜制备技术中，气相成

分中常常存在等离子体尘埃颗粒和由大量原子构成

的液滴，这些低能团簇的存在对合成薄膜的质量将

产生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目前实验上已经发展出

了一些基于低能团簇沉积的薄膜制备技术，如：离化

团簇 束 沉 积（ 5E;5@ @6?F*-G H-43 >-IEF5*5E; 缩 写 为

JBKC）,在低能团簇沉积技术中，团簇的大小和其所

携带的动能决定着合成薄膜的质量 ,人们利用低能

团簇技术已经制备出致密、光滑、膜基结合力优异的

薄膜材料［"—&］,因此，研究低能团簇与材料表面的相

互作用，在原子水平上揭示低能原子团簇所产生的

薄膜表面微观过程的变化及其演化规律，无论是对

了解低能团簇沉积过程中薄膜生长的微观机理、改

进和优化薄膜合成工艺，还是对控制低能团簇对薄

膜的影响、提高合成薄膜的质量，均具有重要意义 ,
目前，有关低能团簇与材料表面相互作用的研究已

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一般关注较小的原子团

簇 ,但是，无论是低能团簇沉积技术中的离化原子团

簇，还是薄膜沉积中产生的等离子体尘埃颗粒和液

滴，低能原子团簇中原子的数量可高达 "$&，甚至更

大，低能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一般在 $ ,"—"$ -.,对
于如此复杂的薄膜生长过程，人们难以从实验的角

度研究低能团簇与薄膜生长表面相互作用的沉积动

力学过程以及在原子水平上揭示低能原子团簇所产

生的薄膜表面微观过程的变化及其演化规律 ,因此，

基于半经验原子间相互作用势的计算机模拟是研究

低能原子团簇与材料表面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手段之

一 ,我们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系统研究了不同

低能 )* 原子团簇与 )*（$$"）表面的相互作用过程，

详细分析了入射原子平均动能为 $ , "，" , $ 和 "$-.
的原子团簇的沉积演化过程、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

随时间的演化及其对基体表面形貌的影响 ,

% ,模型与模拟方法

分子动力学模拟选择等温方案 ,等温近似所采

用的方法与 K-G-;>F-; 等［"&］提出的速度调整因子方

法相近，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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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所设置的系统温度，" 为系统的总原子

数，" "+,-为表面原子数，$# 和 !# 分别为第 # 个原子

的质量和速度 /由于等温模型的实质是引入了对原

子速度的一个约束，从而制约了原子的活性 / 原子

运动活性，特别是表面原子的运动活性直接影响着

基体的表面形貌 /因此，在等温模型近似的情况下，

为了使表面原子保持其运动活性，我们定义了一个

表面原子层 /表面原子层内的原子除受原子间相互

作用的影响外，不受等温条件的限制，而且也没有

其他任何人为的约束条件 / 有关模型的具体描述详

见文献［(0］/
分子动力学模拟中的基体是一个具有周期性边

界、表面取向为（11(）方向的平滑表面的计算单胞 /
对应与 23.4，23(5( 和 23)66 原子团簇，单胞的体积分别

为 ()&1 7 ()&1 7 0&1，)1&1 7 )1&1 7 0&1 和 .1&1 7
.1&1 7 4&1（&1 ! 1 /.8)9: 为 23 的晶格常量），分别包

含有 )441，4111 和 )4411 个 23 原子 / 原子间相互作

用势采用（;:<;==;= &3>: :;3?>= 缩写为 @AB）多体

势［(6，(C］，多原子体系的牛顿方程采用速度 D;,’;3 算

法求解［(4］/由于低能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一般低于

(1 ;D，所以模拟考虑了原子平均动能为 1 / (，( / 1
和 (1 / 1 ;D 三种典型的情况 / 模拟系统的初始温度

为 .11E，在低能原子团簇入射之前，理想表面经过

了 . F" 的等温弛豫，以保证基体表面的微观状态更

接近于真实薄膜生长时基体表面的初始状态 /

. /结果与讨论

! "#$ 低能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随时间的演化

图 ( 是团簇初始原子平均动能分别为 1G( 和

(G1 ;D 的 23.4，23(5(和 23)66原子团簇的平均动能随沉

积时间的演化 /从图 ( 中可以看出，低能原子团簇在

接近表面的过程中，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首先有一

个逐渐增加的过程，平均动能的净增加量为 1 / 10—

1G. ;D$&3>:/而且团簇原子平均动能的增加量随团

簇原子数目的增加而下降，而团簇原子平均动能的

增长时间与随团簇原子数目的增加而增加，随团簇

的初始原子平均动能的增加而缩短 /这一结果说明，

团簇原子平均动能的增加的机理与单原子沉积过程

中入射原子动能的增加是相同的，即主要是团簇原

子与基体结合过程中释放结合能潜热的贡献［(0］/与
单原子沉积所不同的是团簇中含有大量的原子，尽

管团簇在接近表面的过程中所释放的总原子间相互

作用势能（即结合能潜热）要远大于单原子沉积所释

放的结合能潜热，但是由于团簇动能的增加主要是

团簇表面原子的贡献，所以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的

增加远小于单原子沉积 /同时，随着团簇原子数目的

增加，表面原子在团簇原子中所占比重下降，因此导

致平均动能增加量的下降 /此外，团簇的原子平均动

能的增长时间主要与团簇的沉积时间有关，团簇的

原子平均动能的增长时间随团簇的初始原子平均动

能的增加而缩短 /

图 ( 23.4，23(5(和 23)66原子团簇的平均动能 ’& 随时间 ( 的演

化 团簇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为 1G(;D；（<）为 (G1;D

当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达到最高后，开始迅速

下降，随后是一个震荡衰减过程 /当团簇的原子平均

动能比较低时，团簇到达基体表面后，原子平均动能

的释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震荡衰减过程，而随着初

始原子平均动能增加，震荡现象不再明显 /以上结果

说明，当低能原子团簇到达基体表面后，由于团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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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表面原子间的碰撞而迅速将能量传递给基体原

子，使得入射点附近的基体温度迅速上升 !当团簇的

平均原子动能较低时，基体表层原子间的金属键基

本能够承受团簇的冲击，使得基体的表层原子点阵

损伤较小 !此时，表层原子点阵以发生依入射点为中

心的整体形变为主，团簇原子平均动能的震荡就是

这种表层原子点阵的形变势能逐渐释放的结果 ! 随

着入射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的增加，团簇对表层原

子点阵结构的破坏能力增强，入射团簇中心附近的

表层原子点阵不再保持完整，使得表层原子点阵的

形变势能引起的团簇原子平均动能的震荡衰减现象

不再明显 !此外，我们发现，低能原子团簇的初始总

动能决定团簇原子弛豫到基体温度所需要的时间，

团簇初始总动能高，弛豫时间较长 !

! "#$ 低能团簇的质心运动轨迹及射程

图 " 为不同初始原子平均动能的 #$ 原子团簇

在沉积过程中，团簇质心沿入射方向的坐标轨迹随

时间的演化 !对于不同的团簇，团簇质心的初始下落

高度设定为 !" % #&’$ ( #&)’*$+,，其中 #&’$ 为原子间相

互作用势的截止半径，#&)’*$+, 为低能原子团簇的半

径 !图 " 中虚线代表基体表面第一、第二和第三原子

层的 $ 轴（低能原子团簇的入射方向）坐标位置 !
通过团簇质心的运动轨迹可以看出，影响低能

原子团簇质心运动轨迹的主要因素是团簇的初始原

子平均动能 !当团簇的初始原子平均动能较低时，团

簇到达基体表面后，团簇的质心运动轨迹呈现出明

显地波动，而且团簇的质心坐标高于基体表面原子

的位置坐标 !说明此时的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

没有较明显的破坏，低能团簇对基体表面的影响以

产生基体原子点阵的整体形变为主，团簇质心运动

轨迹的波动则源于基体原子点阵形变势能的释放 !
当低能原子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达到 -. +/ 时，团

簇质心运动轨迹的波动现象已经明显减弱，此时的

团簇质心坐标基本在表面原子的位置坐标之下 ! 这

一结果说明，当团簇的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为 -. +/
时，团簇已经具有了对基体表面原子点阵产生破坏

的能力，此时基体的表面原子点阵不再以原子点阵

的整体形变为主，低能原子团簇已经在基体表面产

生较严重的晶格损伤 !
同时，从图 " 中还可以看出，低能原子团簇质心

的最终位置，即团簇原子的平均射程与团簇的初始

原子平均动能具有一定的联系 ! 除了 #$01 因为团簇

图 " （2）为 #$01，（3）为 #$-4-和（&）为 #$"55原子团簇质心沿入射方

向的坐标轨迹 %& 随时间 & 的演化

半径较小而产生一定的偏差外，. ! -，- ! . 和 -.+/ 的

#$ 原 子 团 簇 的 质 心 坐 标 分 别 为 . ! 6，. ! "6 和

7 .8-"9:!这一结果说明，尽管低能原子团簇的初始

总动能和团簇半径对团簇原子的平均射程有一定的

影响，但团簇原子的平均射程主要取决于团簇的原

子平均动能 !从低能粒子与固体表面相互作用的角

度上看，低能原子团簇与基体表面的相互作用过程

与低能原子的沉积过程是类似的 ! 即低能原子团簇

像一个质量和半径都很大的低能原子，只是低能原

子团簇的标识动能是原子平均动能，而不是团簇的

..1" 物 理 学 报 6- 卷



总动能 ! 此外，根据团簇的质心坐标可以知道，" ! #
和 #$% 的低能原子团簇基本位于基体表面以上，可

以认为此时的低能原子团簇是沉积团簇；而 #"$% 的

低能原子团簇的质心已经位于基体表层原子以下，

显现 出 了 一 定 的 注 入 能 力 ! 这 一 结 果 与 &$’( 和

)*+,-+./［#0］关于 12 团簇在 3*（###）表面沉积的计算

机模拟结果是一致的 !此外，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与

实验上所观察到的随着原子平均动能的增加，薄膜

的膜基结合力增强，薄膜密度增加是一致的［4，#5］!即
膜基结合力增强，薄膜密度增加是由于团簇所显示

出的注入能力所导致原子混合能力增强的结果 !

! "!# 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形貌和温度的影响

图 6 是初始原子平均动能分别为 " ! #，# ! " 和

#"$% 的 7’68原子团簇沉积到基体表面后的基体表面

形貌，其中黑色实心圆代表基体原子，白色空心圆代

表沉积团簇原子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对于初始原子

平均能量为 " ! #$% 的 7’68 团簇，基体表面原子仍保

持着完整的点阵结构 !直观上看，初始原子平均动能

为 " !#$% 的低能原子团簇没有导致团簇原子与基体

原子的混合，基体表面几乎没有空位缺陷，仅产生了

少量的表面吸附原子 !同时，低能原子团簇的结构也

比较完整，团簇在基体表面以表面岛的形式存在 !当
团簇的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为 # ! " $% 时，基体表面形

貌依然没有发生严重的形变，但此时团簇在基体表

面的影响区域已经略大于团簇的尺寸，基体表面出

现了少量的空位缺陷，产生的表面吸附原子也多于

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为 " ! #$% 的低能原子团簇 !此时

团簇原子尽管没有较大的分离，但与基体原子发生

了一定程度的混合，团簇在基体表面所形成的表面

岛更为平坦 !当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为 #"$% 时，低能

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形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团簇

入射点附近的基体原子点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此
时团簇原子与基体原子间发生了明显的混合，基体

表面产生了大量的空位缺陷和表面吸附原子，团簇

已完全嵌入到基体之中 !同时可以发现：低能原子团

簇的影响范围远大于团簇的尺寸，约为团簇直径的

0—6 倍 !
对于 7’#4#和 7’099 低能原子团簇，基体表面形貌

随团簇初始原子平均动能的变化与 7’68 的影响相类

似 !与 7’68低能原子团簇所不同的是，随着团簇所含

原子数目的增加，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的影响

略有增强 !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为 #" $% 的 7’#4# 团簇，

图 6 7’68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形貌的影响 !为基体原子；"
为团簇原子

已经可以产生基体表面原子的少量溅射；而初始原

子平均动能为 #" $% 的 7’099 团簇，不仅产生基体表

面原子的部分溅射，而且导致少量团簇原子的背散

射产生 ! 这一结果与 &:*;$- 等［0"］在实验上所获得

的沉积团簇与表面碰撞过程中至少部分保持其团簇

形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分子动力学模拟解

释了随着沉积原子平均能量的增加，薄膜表面形貌

光滑、界面混合增强等实验现象［4，#5，0"］!
上述结果说明，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形貌

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团簇的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但随

着团簇所含原子数目的增加，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

表面的影响略有增强 !对于初始原子平均动能较低

的低能原子团簇，由于此时团簇原子沉积到基体表

面时的原子平均动能较低，不足以严重破坏晶体点

阵原子间的金属键，低能原子团簇的作用是改变点

阵原子的局域构型，有利于薄膜生长表面原子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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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膜基界面的完整性 ! 当团簇的初始平均动能为

"#$% 时，团簇原子的平均动能已经足以破坏晶体点

阵原子间的金属键，此时的低能原子团簇具有了一

定的注入能力 !对于薄膜生长而言，原子平均动能较

高的低能原子团簇有利于薄膜生长过程中的界面混

合，增加膜基间的结合力 !同时，由于原子平均动能

较高的低能原子团簇对晶体原子点阵具有较强的破

坏能力，有利于抑制薄膜表面三维岛的生长，增加薄

膜生长过程中的表面原子成核密度 !
图 & 是初始原子平均动能分别为 # ! "，" ! # 和

"#$% 的 ’()*原子团簇沉积过程中基体温度随时间的

演化 !从图 & 中可以看出，当低能原子团簇到达基体

表面后，基体温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基体温度的

增加随沉积团簇动能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基体温度

弛豫回到初始基体温度所需要的时间也有所增加 !
通过与团簇质心运动轨迹的对比可以发现，整个系

统的温度在低能原子团簇与基体表面接触时达到最

大值，随后开始振荡衰减 !同时，不同尺度的低能原

子团簇对基体温度的影响具有类似的行为，但随着

低能原子团簇中原子数目的增加，整个系统的温度

弛豫回到初始基体温度所需要的时间显著增加 !这
是因为整个系统的温度，取决于输入到系统中的总

图 & 不同初始原子平均动能的 ’()* 原子团簇对基体温度的

影响

能量 !随着低能原子团簇中原子数目的增加，团簇提

供给基体的总动能增加，整个模拟系统的散热过程

延长 !

& + 结 论

"+ 初始原子平均动能是描述低能原子团簇的

重要参量 !当团簇的平均原子动能较低时，团簇对基

体表层原子点阵损伤较小，表层原子点阵以发生依

入射点为中心的整体形变为主，团簇原子的动能以

震荡形式释放 !随着入射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的增

加，团簇对表层原子点阵结构的破坏能力增强，入射

团簇中心附近的表层原子点阵不再保持完整，使得

表层原子点阵的形变势能引起的团簇原子平均动能

的震荡衰减现象不再明显 !
, + 尽管低能原子团簇的初始总动能和团簇半

径对团簇原子的平均射程有一定的影响，但团簇原

子的平均射程主要取决于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低

能原子团簇与基体表面的相互作用过程与低能原子

的沉积过程是类似的 !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为 # ! " 和

"$% 的低能原子团簇属于沉积团簇，当团簇的原子

平均动 能 增 加 到 "#$% 时，团 簇 已 经 显 现 出 注 入

特征 !
) + 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形貌的影响主要

取决于团簇的初始原子平均动能，但随着团簇所含

原子数目的增加，低能原子团簇对基体表面的影响

略有增强 !初始原子平均动能较低的低能原子团簇，

有利于薄膜生长表面原子点阵和膜基界面的完整

性，而原子平均动能较高的低能原子团簇有利于薄

膜生长过程中的界面混合和抑制薄膜表面三维岛的

生长 !
& + 当入射团簇的原子平均动能低于表面晶格

的结合键能时，基本无团簇原子分离现象；当入射团

簇的原子平均动能大于表面晶格的结合键能时，团

簇原子开始发生分离，不仅可以产生基体表面原子

的部分溅射，而且导致团簇原子的背散射产生 !

［"］ -./.0. -，1234 5 .60 7.8.94 7 ":*; ! ! "#$% ! < ! ")=

［,］ -./.0. - ":*: &’’( ! )*+, ! )-. ! "! ,)

［)］ 5.>$?@.60 5，A.??.42 B，5.@@ B .60 7C3?6$? - "::, / ! 01- !

)-. ! 23-#45( ! D #$ ),;;

［&］ 5.>$?@.60 5，B.@@ B，BE2$@$? B，F4.69 -，G$46$?2 7 .60 7C3?6$?

- "::& / ! 01- ! )-. ! 23-#45( ! D #% ,:,H

［H］ 5.>$?@.60 5，I62$JEK L，.60 BE2$@$? B "::) ! ! "#$% ! < %& ,,:

［;］ M3$0(8$ N < .60 M.60/.6 1 "::& "#$% ! 637 ! 8399 ! ’! H;:

［=］ DK$?>.O8 G P .60 QC.@R B "::& :*-( ! ;4%9+* ! <39# ! S ($ ":"

［*］ M$$ G N，’.6 L - .60 5E - A "::; "#$% ! 637 ! S )! &"H;

,#*, 物 理 学 报 H" 卷



［!］ "# $ %，&’( ) * ’(+ ,- * . /!!0 !"#$ %&’( 1 )*+ 1 !" ///2（#(

34#(565）［李融武、潘正瑛、霍裕昆 /!!0 物理学报 !" ///2］

［/7］ &’( ) * ’(+ "# $ % /!!0 !"#$ %&’( 1 )*+ 1 !" /0/（#( 34#(565）

［潘正瑛、李融武 /!!0 物理学报 !" /0/］

［//］ 89 *，&’( ) * ’(+ %’(: * 8 ;77/ !"#$ %&’( 1 )*+ 1 "# <<（#(

34#(565）［徐 毅、潘正瑛、王月霞 ;77/ 物理学报 "# <<］

［/;］ =5>? @ ’(+ ,96#(6AB % /!!C ,-". 1 /+(#0- 1 12#& 1 = $%% 2//
［/2］ %’(: @ , /!!D %0340 1 %&’( 1 $! /;/（#( 34#(565）［王广厚 /!!D

物理学进展 $! /;/］

［/D］ =5E5(+65( , F 3，&-6>-(’ F & G，H’( @9(6>5E( % I，J# K-L’ M

’(+ ,’’A F $ /!<D 5 1 6&27 1 %&’( 1 &$ 20<D
［/N］ )4’(: O *，&’( ) * ’(+ P’(: F * /!!! !"#$ %&’( 1 )*+ 1 & ;!0
［/0］ J’Q G R ’(+ =’6A56 G S /!<D %&’( 1 829 1 = %’ 0DD2
［/C］ I-#L56 R G，=’6A56 G S ’(+ J’Q G R /!<0 %&’( 1 829 1 = (( C!<2
［/<］ H5EL5> " /!0C %&’( 1 829 1 $"’ !<
［/!］ *9 @ O，R4# *，34’# F %，8#5 J )，&’( , 3，*’(: @ ,，3’- F

O，89 , F ’(+ )49 J ) /!!< ,-". 1 /+(#0- 1 12#& 1 = $(" 2<;
［;7］ =-9Q5( %，.9((5( T，P5U6> .，P4-5( &，H’( =’5L G F，H’(V

4-9>>5 I，%5+5L5 ,，"#5W5(6 &，’(+ R#LW5E’(6 $ T /!!! :&*+ )3.*;

<*.7( ("! <C

!"#$%&#’( )*+’,-%. .-,&#’/-"+. "0 #"1)$+$(2*
3/ %#&./$( )$4".-/-"+!

*5 )#V*’( )4’(: O#(:V*9X

（)#$#2 =2’ >$?30$#30’ @30 1$#20*$.( 13;*@*"$#*3+ ?’ >$(20，/3+ $+; A.2"#03+ B2$7(，C$.*$+ D+*920(*#’ 3@ :2"&+3.34’，C$.*$+ //07;D，6&*+$）

（$5Y5#W5+ /7 I5ZE9’EB ;77;；E5W#65+ U’(96YE#[> E5Y5#W5+ ;N G’EY4 ;77;）

MZ6>E’Y>
G-L5Y9L’E +B(’U#Y6 6#U9L’>#-(6 4’W5 Z55( ’[[L#5+ >- >45 #(W56>#:’>#-( -\ >45 +5[-6#>#-( -\ L-QV5(5E:B &>2<，&>/D/，’(+ &>;00

YL96>5E6 -( &>（77/）69E\’Y5 1 P45 5W-L9>#-( [E-Y566 -\ YL96>5E +5[-6#>#-( Q#>4 ’>-U#Y ’W5E’:5 A#(5>#Y 5(5E:#56（A’）-\ 7 1/，/ 17

’(+ /75H ’(+ >45 5\\5Y>6 -( >45 69Z6>E’>5 69E\’Y5 U-E[4-L-:B 4’W5 Z55( ’(’LB?5+1 R#U9L’>#-( E569L>6 64-Q >4’> A’ #6 ’( #U[-E>’(>

[’E’U5>5E >- +56YE#Z5 Z54’W#-9E6 -\ >45 YL96>56 1 3L96>5E6 Q#>4 L-Q A’ Y’((-> +’U’:5 >45 69E\’Y5 L’>>#Y5 65E#-96LB ’(+ >45 YL96>5E6

Y’( Z5 Y-(6#+5E5+ ’6 ’ +5[-6#>#-( YL96>5E 1 P45 [-Q5E -\ YL96>5E +’U’:#(: 69E\’Y5 L’>>#Y5 #(YE5’656 Q#>4 >45 #(YE5’65 -\ A’ 1 %45(

A’ ] /75H，>45 YL96>5E6 Y’( #U[L’(> #(>- >45 69Z6>E’>5 1 P45 5\\5Y>6 -\ L-Q 5(5E:5>#Y YL96>5E6 -( 69Z6>E’>5 69E\’Y5 U-E[4-L-:B ’E5

’L6- +5>5EU#(5+ ZB A’ 1 P45 5\\5Y>6 -\ YL96>5E6 Q#>4 U-E5 ’>-U6，4-Q5W5E，’E5 6>E-(:5E >4’( >4’> Q#>4 \5Q5E ’>-U61 P45 U5Y4’V

(#6U6 -\ >45 #(>5E’Y>#-(6 Z5>Q55( L-QV5(5E:B YL96>5E6 ’(+ 69Z6>E’>5 69E\’Y5 ’E5 ’L6- +#6Y9665+ #( >4#6 [’[5E 1

*+,-./01：U-L5Y9L’E +B(’U#Y6 6#U9L’>#-(，L-Q 5(5E:B YL96>5E，5(5E:5>#Y +5[-6#>#-(
2344：0<NN

!&E-^5Y> 69[[-E>5+ ZB >45 K’>#-(’L K’>9E’L RY#5(Y5 I-9(+’>#-( -\ 34#(’（@E’(> K-1 /77CN77!）1
XM9>4-E >- Q4-U Y-EE56[-(+5(Y5 64-9L+ Z5 ’++E5665+1 J5[’E>U5(> -\ &4B6#Y6，J’L#’( _(#W5E6#>B，J’L#’( //07;D，34#(’1 TVU’#L：‘B?4’(:a+L9> 1 5+91 Y(

27<;/; 期 叶子燕等：低能 &> 原子团簇沉积过程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