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格点基底表面的杂质分布对分枝状凝聚体的影响!

高国良!） 钱昌吉!） 李 洪"） 谷温静!） 黄晓虹!） 叶高翔#）

!）（温州大学物理系，温州 #"$%#$）

"）（温州大学信息学院，温州 #"$%#$）

#）（浙江大学物理系，杭州 #!%%"&）

（"%%$ 年 !" 月 "# 日收到；"%%’ 年 ( 月 & 日收到修改稿）

根据含杂质熔融玻璃表面金原子凝聚的实验规律，在原子团簇具有随机的线扩散步长和刚性转动角的特征条

件下，建立了含杂质无格点基底表面上改进的杂质限制团簇)团簇（*+,,-）凝聚模型 .对团簇的扩散、刚性转动以及

凝聚全过程进行了计算机模拟，系统地研究了杂质区域分布情况对分枝状凝聚体诸多特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规则

分布的杂质对凝聚体生长的影响比随机分布的杂质大，导致杂质规则分布的基底表面上的分枝状凝聚体的数密度

更大，分枝状凝聚体的回旋半径，凝聚体平均大小及分形维数更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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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8’）资助的课题 .

! 9 引 言

利用计算机模型研究薄膜的生长机理是当今表

面科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已有的实验结果表明：

在一定条件下，原子或原子团簇均能在固体和液体

基底表面无规扩散和凝聚，并形成具有分形结构的

分枝状凝聚体［!"—"%］.对固体基底表面薄膜生长机理

的计算机模拟研究，诸如扩散受限凝聚（:;-）模

型［!］，团簇)团簇凝聚（,,-）模型［"，#］以及沉积扩散

凝聚（::-）模型［$］等模拟研究，均已取得了很好的

成果 . ;<0 等人根据液相基底表面分形凝聚体形成

的特点，建立了无格点基底表面圆形团簇的扩散和

凝聚模型［’，&］，较好地解释了银原子在硅油表面上的

凝聚规律 .然而上述诸多计算机模型均假设原子或

原子团簇是在完全无杂质无缺陷的理想基底表面扩

散和凝聚的 .
事实上，基底表面并非完美无缺的，存在杂质区

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基底表面的原子点缺陷、

线缺陷、表面吸附原子等等都可造成基底表面的不

完整性 .基底上存在的杂质往往会对薄膜的生长机

理产生很大影响［"!—"$］.例如 =>41? 等人发现在覆盖

铅的 @A（!!!）表面二维锗岛生长实验中，其锗岛结构

与没有铅原子时截然不同［"!，""］；在熔融玻璃表面金

薄膜的生长机理受到杂质区域的明显影响也是一个

例子［"%］.因此上述计算机模型不能被用来解释含杂

质基底表面上沉积原子的凝聚机理 .为了解释熔融

玻璃表面金原子的凝聚特性，我们最近建立了含杂

质无格点基底表面的改进的杂质限制团簇)团簇

（*+,,-）计算机模型［"$］，该模型由于考虑了团簇的

无规扩散和刚性转动，所以是格点上的 +,,- 模

型［"’］的 改 进，是 +,,- 模 型［"’］与 无 格 点 ,,- 模

型［’，&］在含杂质基底表面上的结合 .模拟结果与实验

相符合，因而成功解释了熔融玻璃表面金原子凝聚

机理 .
为了进一步研究杂质的分布情况对无格点基底

表面粒子的凝聚特性的影响，以便为实际系统中人

为引入杂质含量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 *+,,- 计算机

模型研究在无格点基底表面上杂质区域的大小和位

置规则分布时的原子凝聚特性，并与杂质随机分布

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杂质的规则分布对凝

聚体的特性影响更大，杂质的规则分布将增加分枝

状凝聚体的数密度，减小分枝状凝聚体的回旋半径，

凝聚体平均大小及分形维数 .

" 9 模型描述

/0123 ,4560 模拟是在具有周期性边界条件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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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 ! ! "## 的正方形无格点基底表面进行 $首先

在基底表面放置 " ! # % # 个规则分布的半径 $
相同的圆形杂质区域，这些杂质在整个模拟过程中

固定不动 $然后，让 % 个半径 & ! #&’ 的粒子随机且

不重叠地沉积在无格点的基底上 $ 若粒子落在杂质

区域圆内，则粒子沿径向被移到圆的边缘外侧（粒子

间不得重叠）$间距为 ( 的相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粒

子组成一个团簇，单个粒子和团簇（以下统称为团

簇）按如下规则运动：

(）随机选择一个团簇，等概率地在平移和转动

中任意选择一种方式：当团簇平移时，在（ ) ’，) (）

四个方向中任选一个运动方向，并在若干个步长 )
（ ) ! (，*，+，⋯，),-.）中随机选择一个步长行走一步；

当团簇刚性转动时，在若干个角度!（!! ) (/，) */，
⋯，)!,-.）中随机选择一个角度作绕质心的刚性

转动 $这里所选择的运动范围都以团簇不重叠为条

件，如果随机选择的运动量太大而导致两个团簇发

生重叠，则运动幅度将自动减小，使两个团簇刚刚相

遇而粘合在一起 $
*）如果两个团簇中任两个最近邻粒子之间的

距离为 * & ! ( 时，则两团簇便不可逆地粘合在一

起，组成一个新的团簇 $
+）原则上所有的团簇都参与随机平移或转动，

但是随机选中团簇的概率 * 与团簇的大小（用团簇

中所含的粒子个数 , 表示）有关，本 文 取 *!(0

"+
［1，2］

$
"）禁止团簇进入杂质区域，若团簇按上述规则

运动而要进入杂质区域，则该团簇在杂质区域边缘

自动停止此次行走 $
’）不断重复过程 (）—"），直至不能形成更大的

团簇为止 $把最后稳定下来的团簇称为凝聚体 $
在模拟中表面覆盖率"定义为沉积的粒子数与

可扩散区域的总面积之比，即" ! %
!* 3 "!$* ；凝聚

体的回旋半径定义为 $4 ! (
%#

%

, ! (
-*" , ，其中 -, 是第 ,

个粒子离质心的距离 $ 模拟中，扩散步长、杂质半径

等物理量均为相对量 $ 模拟分表面覆盖率可变与不

可变两种情况进行 $在表面覆盖率不变的情况下，每

次所沉积到基底表面的粒子数 % 随杂质区域总面积

的增加而减小，以保证表面覆盖率不变 $我们采用盒

维数方法测量最后形成的分枝状凝聚体的分形维数

. 5（. 5 至少是 *# 个模拟结果的平均值）$

+ & 结果与讨论

首先比较了杂质规则分布与随机分布的基底上

所形成的凝聚体特性的差异 $ 对于 ! ! "##、% !
’###，" ! "6，),-. ! (#，!,-. ! (#/，杂质区域半径 $
! *# 分别对两者进行了模拟，图 (所示的分别是它

们典型的最后形貌图 $从图 ( 中可以发现，杂质规则

分布的基底上形成的凝聚体比较小，但凝聚体的数

密度较大 $模拟结果得到的凝聚体的分形维数 . 5、

凝聚体数目 # 7、凝聚体的回旋半径 $4，及凝聚体平

均大小 / 8（由组成凝聚体的粒子数表示）见表 ( $

图 ( 两种模拟模型的结果比较（其中 % ! ’###，! ! "##，"

! "6，$ ! *#，),-. ! (#，!,-. ! (#/）（-）规则分布的典型形貌

图；（9）随机分布的典型形貌图

表 ( 两种杂质分布的凝聚体的特性比较

（% ! ’###，" ! "6，$ ! (’，),-. ! (#，!,-. ! (#/）

. 5 # 7 $4 〈:8〉

规则分布 (&+’ ) #&#+ (+ ) * *’ ) " +2# ) ’#

随机分布 (&+; ) #&#* ; ) * +1 ) ’ 1## ) ’#

从表 ( 可看出，杂质规则分布的基底上形成的

凝聚体的分形维数、凝聚体数目及凝聚体平均大小

#’++ 物 理 学 报 ’’ 卷



与杂质随机分布的相比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杂质

规则分布的基底上形成的凝聚体较小，凝聚体数目

较多，这意味着规则分布的杂质对团簇扩散凝聚的

屏蔽效应更加显著 !

图 " 凝聚体的分形维数 ! # 和团簇数 " $ 随杂质数 # 的变化情况 （%）粒子数 $ & ’((( 时 ! # 随 # 的变化关系；（)）粒子数 $ & ’((( 时 " $

和 %& 随 # 的变化关系；（*）表面覆盖率! & (+(",-’ 时 ! # 随 # 的变化关系；（.）表面覆盖率! & (+(",-’ 时 " $ 和 %& 随# 的变化关系（’ &

/((，( & ,’，)0%1 & ,(，"0%1 & ,(2）

为了进一步比较两种杂质分布的凝聚体大小的

分布情况，我们计算了凝聚体大小的概率分布情况 !
由图 - 可见，杂质规则分布基底上形成的凝聚体的

大小分布较窄，在 -(( 左右出现的概率最大，出现在

3(( 以上的概率很小；而杂质随机分布基底上形成

的凝聚体的大小分布较宽，"’( 附近出现的概率最

大，凝聚体最大的可达 ,4(( 左右 !可见，团簇在杂质

随机分布基底上趋向于形成较大的分形凝聚体 ! 这

是由于杂质规则分布的基底表面上产生的空隙相对

较小，大小均匀，不利于团簇的扩散 ! 而杂质随机分

布的基底表面上产生的空隙大小不一，对于大的空

隙，一开始就沉积了较多的粒子，因而形成较大的团

簇 !而在小的空隙中的团簇也小，因此极易扩散到大

的空隙中与大团簇结合，从而可形成更大的凝聚体 !

图 - 团簇大小 %& 的概率分布（取样的间隔为!% & ’(!模拟的

参数为 $ & ’(((，’ & /((，# & /5，( & -(，)0%1 & ,(，"0%1 &

,(2）

对于杂质规则分布的情况，我们还研究了杂质

数目 6 对凝聚体分形维数、凝聚体数及凝聚体平均

大小的影响 !我们分以下两种情形加以研究：,）杂质

数 $ & ’((( 一定；和 -）表面覆盖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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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 !两种情形均取 ! " #$$，" " %&，#’() " %$，

!’() " %$*分别进行模拟 !图 + 分别给出两种情形的

分形维数 $ ,、凝聚体数 % - 随杂质数 & 及凝聚体平

均大小 ’( 的变化情况 ! 这里分形维数随杂质数 &
的增加而减小，凝聚体数随 & 而增加，’( 随 & 的增

加而减小，这说明杂质区域及其分布在团簇的扩散

和凝聚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
随着杂质数 & 的增加，杂质区域之间形成了更

多的、空间更小、更狭窄的空隙 ! 由于团簇只能在狭

窄的空隙中生长，所以大团簇被分割成了若干个小

团簇，因而基底表面的凝聚体数随着增加，凝聚体平

均大小随着减小 !
我们还研究了表面覆盖率对凝聚体特性的影

响 !图 # 给出了杂质数 & " #，.& 及 #/ 时分形维数

$ , 随粒子数 ) 的变化情况，模拟取 " " .$，#’() "
%$，!’() " %$*，! " #$$ 进行 !对于固定的杂质数，可

以看到 $ , 随表面覆盖率"（粒子数 ) 成正比）而减

小 !而对于大杂质数，分形维数随表面覆盖率的增加

非常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杂质对分形维数同样起着

重要的作用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杂质比表面覆盖率

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例如由图 +（(）这里固定粒子数

) " &$$$ 而增加杂质数 &，可以看出 $ , 随杂质数

& 而减小 !但由其定义式易于了解表面覆盖率"随

& 而增加 !此结果显然与没有杂质的预期相反 !

图 # 杂质数变化（& " #，.&，#/）时凝聚体的分形维数 $ , 随粒子

数 ) 的变化情况（其中 " " .$，其余参数同图 +）

图 & 给出了总粒子数 ) " &$$$ 一定的情况下，

% - 与 " 和 $ , 与 " 之间的关系，模拟时所用的参数

如下：! " #$$，& " #，/，.&，+0，#/，0#，1%，#’() "

%$，!’() " %$*! 从图 & 可以看出，凝聚体数 % - 随 "
的增加在 & 较小时变化不大，& 较大时显著地增

大 !分形维数随 " 的变化，虽然随着 " 的增加，表面

（不含有杂质区域部分）的有效覆盖率"也随之增

加，但凝聚体的分形维数并没有随"的增加而增

加，而是随"的增加逐渐减小 ! 再一次证明由基底

杂质所引起的屏蔽效应是影响分枝状凝聚体 $ , 值

的主要原因 !

图 & 杂质数 & 变化时 $ ,2" 和 % - 2" 的关系（其中 ) " &$$$，! "

#$$，#’() " %$，!’() " %$*）（(）$ , 2" 的变化关系；（3）% - 2" 的变

化关系

最后我们研究了随机转动对杂质规则分布的基

底表面上凝聚体生长的影响 !图 0 给出分形维数与

最大转动角度!’()的变化关系 !分形维数 $ , 随最大

转动角度!’()的增大而呈现如下规律：当杂质数 &
" 0# 时 $ , 随!’() 基本不变，而当 & " / 时 $ , 随

!’()的增大而减小 !下面对以上的情形加以分析 !
当 & " $，!’() " $ 时，45667 模型将变为无格点

的 667 模型，此时模拟所得凝聚体的分形维数 $ , "
%8#& 9 $8$+ 与无格点的 667 模型一致［0，:］! 当 & "
$，!’()!$ 时，45667 模型也与无格点的 667 模型［0］

的结果一致 !从图 0 可以看出 & " $ 时凝聚体的分

形维数 $ , 随!’() 几乎不变，这也与 ;<= 的结论相

同［0］!当杂质数不多时，凝聚体的分形维数 $ , 随

!’()的增大而减小，这是由于转动增加了团簇的外

端与其他团簇凝聚的机会；杂质数比较多时，团簇可

扩散的区域将变小，此时大角度的转动实际上难以

发生，所以凝聚体的分形维数便不再随!’() 而明显

.&++ 物 理 学 报 && 卷



变化 !

图 " 杂质区域数分别为 ! # $，%，"& 时凝聚体分形维数 " ’ 和

# ( 与!)*+的关系（其中 $ # ,$$$，% # &$$，& # -$，’)*+ # .$）

（*）" ’ /!)*+的变化关系；（0）# ( /!)*+的变化关系）

&1 结 论

为了可以在实际基底表面人为控制杂质含量，

我们在无格点基底上引入规则分布的圆形杂质，研

究了杂质半径 & 和数目 ! 对粒子凝聚特性的影响，

所得的结论如下：

.1 与杂质随机分布的基底上形成的凝聚体相

比，杂质规则分布的基底上形成的凝聚体较小，凝聚

体数目较多，表明规则分布的杂质对团簇扩散凝聚

的屏蔽效应更加显著 !
- 1 无格点基底表面上的杂质引起附加的屏蔽

效应，导致凝聚体分形维数随杂质数量和半径的增

加而减小 ! 在一定的杂质数 ! 以及杂质半径范围

内，屏蔽效应对 " ’ 的影响要大于表面覆盖率"对 " ’

的影响 !
2 1 在一定情况下，团簇在含杂质的无格点基底

上的刚性转动会导致凝聚体分形维数的减小 !
& 1 凝聚体数密度随杂质数 ! 和半径 & 的增加

而增加，但几乎不随最大转动角度!)*+（!)*+!$）而

变化 !
, 1 凝聚体数及其凝聚体平均大小可以由杂质

数目和它的分布来控制 !

［.］ 34((56 7 8，9*6:5; < = .%>. ()*+ ! &,- ! %,.. ! !" .&$$

［-］ =5*?46 @ .%>2 ()*+ ! &,- ! %,.. ! #$ ...%

［2］ ABC0 =，DB(5( E，FGCC465 E .%>2 ()*+ ! &,- ! %,.. ! #$ ..-2

［&］ HB)5; E .%%$ &,/ ! (012 ! ()*+ ! #% %.I

［,］ F56J56 @，D*;*0*J4 8 <，<*;;*C:5 K，K*LC46 9，9(*6C5M K N .%%&

()*+ ! &,- ! D #& .,2."

［"］ <GB = D，O5 H P，P4* 8 H，F46 F 9，O*6Q D，PG F = .%%% ()*+ !

&,- ! D #’ 2-.>

［I］ <GB = D，O5 H P，7*B P =，PG F =，F4*B R A -$$$ 3)4$ ! ()*+ !

’ &.&

［>］ RS*6Q T O，=* 7 U，@*6 R O，7*6Q F O -$$$ 56.7 ()*+ ! 84$ ! !’

-%I（46 US465J5）［张庆瑜、马腾才、潘正瑛、汤家镛 -$$$ 物理学

报 !’ -%I］

［%］ O*6Q V，US56 H K，RS*6Q O，HB6Q 3 D，RSG K 9 -$$$ 56.7

()*+ ! 84$ ! !’ ---,（46 US465J5）［杨 宁、陈光华、张 阳、公维

宾、朱鹤孙 -$$$ 物理学报 !’ ---,］

［.$］ 3G W =，9S4 F T，3G R T -$$. 56.7 ()*+ ! 84$ ! #& .,,,（ 46

US465J5）［吴锋民、施建青、吴自勤 -$$. 物理学报 #& .,,,］

［..］ T4*6 U F，H*B H <，<4 K，O5 H O -$$- 56.7 ()*+ ! 84$ ! #$ .%"$
（46 US465J5）［钱昌吉、高国良、李 洪、叶高翔 -$$- 物理学报

#$ .%"$］

［.-］ O5 H P，RS*6Q T E，W56Q U =，H5 K <，F4*B R A .%%" ()*+ !

&,- ! D #! .&I,&

［.2］ EX:5; K，K*S6 N，D;G65 K，DGYS5; F @，A5;6 A .%%2 #7.90,
（<B6:B6）%(( .&.

［.&］ 3*6Q 9 U，NS;C4YS H .%%I ()*+ ! &,- ! %,.. ! "’ &-2&

［.,］ F56J56 @ .%%% &,- ! !1" ! ()*+ ! "$ ."%,

［."］ KZ*6Q E T，9YS;X:5; F，H[6(S5; U，D5S) E F .%%. ()*+ ! &,- !

%,.. ! (" 2-I%

［.I］ DB(( =，=4YS5CM 7S，UB)J* H .%%- 890: ! 864 ! )") .".

［.>］ O5 H P，=4YS5CM 7S，354:56SB’ \，] ! W;45:;4YS，=! 3G((4Q .%%>

()*+ ! &,- ! %,.. ! *$ "--

［.%］ =4YS5CM 7S，O5 H P，354:56SB’ \，3G((4Q = .%%% 890: ! 864 ! !%)

-->

［-$］ O5 H P，P4* 8 H，H*B H <，<*B O W，7*B P = -$$. ()*+ ! &,- !

D (% .-,&$,

2,22I 期 高国良等：无格点基底表面的杂质分布对分枝状凝聚体的影响



［!"］ #$%&’ ( )，*+%&’ , *，,-.&’ , , "//0 !"#$ 1 %&’ 1 (&)) 1 !" 2!!/
［!!］ *+%&’ , *，#$%&’ ( )，,-.&’ , , "/// !"#$ 1 %&’ 1 (&)) 1 !# ""/"
［!3］ 456 7 8，96 :，9%&’ ; 8，<+%&’ < "/// !"#$ 1 %&’ 1 (&)) 1 !#

""/=
［!2］ 96 :，456 7 8，<+%&’ <，9%&’ ; 8 !>>> !"#$ 1 %&’ 1 7 $% "3!"!

［!=］ 8%. 8 4，?5%& * :，45 #，#6%&’ @ #，86 9 :，AB 8 @ !>>=

*+), !"#$ 1 -./ 1 &’ !C>>（5& *+5&B-B）［高国良、钱昌吉、李 洪、

黄晓虹、谷温静、叶高翔 !>>= 物理学报 &’ !C>>］

［!C］ ?5%& * :，8%. 8 4，45 #，46. D 7，AB 8 @ !>>! !"#$ 1 (&)) 1 E

()) !/!

!"#$%"&’$"() (* "+,’%"$"-# () )()./$$"0- #’&#$%/-# ")*.’-)0- *(%
*%/0$/. /11%-1/$-#!

8%. 86.F45%&’"） ?5%& *+%&’F:5"） 45 #.&’!） 86 9B&F:5&’"） #6%&’ @5%.F#.&’"） AB 8%.F@5%&’3）

"）（01,2)3&/) 45 !"#$.+$，6&/7"48 9/.’&2$.)#，6&/7"48 3!=>3=，:"./,）

!）（:4;;&<& 45 =/5423,).4/，6&/7"48 9/.’&2$.)#，6&/7"48 3!=>3=，:"./,）

3）（0&1,2)3&/) 45 !"#$.+$，>"&?.,/< 9/.’&2$.)#，@,/<7"48 3">>!G，:"./,）

（HBIB5JBK !3 LBIBMNBO !>>=；OBJ5-BK M%&6-IO5PQ OBIB5JBK G EPO5R !>>C）

EN-QO%IQ
EII.OK5&’ Q. Q+B BSPBO5MB&Q%R .N-BOJ%Q5.& .T E6 %Q.M5I %’’OB’%Q5.&- .& % M.RQB& ’R%-- -6OT%IB，$B B-Q%NR5-+BK %

I.MP6Q%Q5.&%R M.KBR Q. -5M6R%QB (MPO.JBK HB-QO5IQBK *R6-QBOF*R6-QBO E’’OB’%Q5.&（(H**E）.& &.&R%QQ5IB -6N-QO%QB- $5Q+ OB’6R%ORU
%&K O%&K.MRU K5-QO5N6QBK 5MP6O5Q5B- 1 (& Q+B M.KBR，Q+B O%&K.M K5TT6-5.& -QBP %&K O5’5K5QU O.Q%Q5.& %O.6&K Q+B M%-- IB&QBO .T
IR6-QBO $BOB I.&-5KBOBK1 ,+B %’’OB’%Q5.& PO.IB-- $%- -5M6R%QBK %&K Q+B 5&TR6B&IB .T Q+B K5-QO5N6Q5.& .T 5MP6O5QU .& Q+B PO.PBOQ5B-
.T %’’OB’%Q5.&- $%- -U-QBM5I%RRU 5&JB-Q5’%QBK1 ,+B OB-6RQ- -+.$ Q+%Q OB’6R%ORU K5-QO5N6QBK 5MP6O5Q5B- PR%U % M.OB 5MP.OQ%&Q O.RB 5&
OB-QO5IQ5&’ Q+B %’’OB’%Q5.& .T IR6-QBO- Q+%& O%&K.MRU K5-QO5N6QBK 5MP6O5Q5B-，OB-6RQ5&’ 5& % +5’+BO &6MNBO KB&-5QU .T TO%IQ%R
%’’OB’%QB- $5Q+ -M%RRBO O%K56- .T ’UO%Q5.& %&K TO%IQ%R K5MB&-5.&1

*+,-./01：Q+5& T5RM ’O.$Q+，D.&QB *%OR. -5M6R%Q5.&，TO%IQ%R，5MP6O5QU
2344：>===，C0==

!VO.WBIQ -6PP.OQBK NU Q+B X%Q6O%R )I5B&IB Y.6&K%Q5.& .T <+BW5%&’ VO.J5&IB ，*+5&%（8O%&Q X.1">3>/C）1

2=33 物 理 学 报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