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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典型的一、二维电荷转移分子，对硝基苯胺（ｐＮＡ），１，３二氨基４，６二硝基苯（ＤＡＤＢ）分子为例，运用密
度泛函理论（ＤＦＴ）Ｂ３ＬＹＰ和含时耦合微扰（ＴＤＨＦ）方法在６３１ ＋ Ｇ（ｄ，ｐ）水平上研究了溶剂和入射光频率对目标
分子的非线性光学性质的影响． 研究发现溶剂分子对分子一阶超极化率β和紫外吸收光谱的影响很大，但对一阶
超极化率各向异性比η和退偏比Ｄ的影响很小，这是由于随着溶剂相对介电常数的增加，一阶超极化率的分量︱
β ｘｘｙ︱和︱β ｙｙｙ︱不断增加，且二者具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 然而，考虑色散效应后，不同溶剂中分子的一阶超极
化率及其各向异性参数都不相同，色散效应对分子一阶超极化率及其各向异性性质均有很大影响． 考虑溶剂效应
和色散效应后得到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符合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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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科技基金（批准号：ＯＫ０６１０６４，ＯＫ０９０２１８）资助的课题．
通讯联系人． Ｅｍａｉｌ：ｈａｎ６４０９＠ ２６３ ｎｅｔ

１ 引 言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激光问世以来，有机非线性

光学（ＮＬＯ）材料由于具有超快的光学响应、大的非
线性光学系数、易于化学加工修饰、高光学损伤阈
值等优点，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１—７］． 在光开关、信
号处理、光存储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一方
面，理论上多采用半经验和量子化学从头算方法计
算分子体系在气相中的ＮＬＯ性质［８］． 然而，理论结
果和实验结果有时符合并不好． 其原因是实验中测
定分子的ＮＬＯ性质通常是在溶剂中进行的，但是
具有电荷转移结构的溶质分子具有离域的π电子
云，易受极性溶剂分子的影响，从而引起了溶质分
子ＮＬＯ性质的改变． 因此，在理论计算中必须将溶
剂效应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反映出溶剂中溶质分子
的真实性质． 另一方面，实验中测定分子二阶ＮＬＯ
响应都是在一定频率下进行的［９］． 而理论计算往往
又是在静态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为了得到准确的理
论值与实验值进行比较，应该在理论计算中考虑溶
剂和频率色散效应．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报道

还很少． 本文就以一维、二维电荷转移分子为例来
讨论溶剂和频率对分子ＮＬＯ性质的影响． 此方面
的研究对有机ＮＬＯ材料的合成和应用具有重要的
指导价值．

图１　 ｐＮＡ（１）与ＤＡＤＢ（２）的分子结构及坐标系

具有给体（Ｄｏｎｏｒ）共轭π桥受体（Ａｃｃｅｐｔｏｒ）
结构的典型的一维电荷转移（１ＤＣＴ）分子，对硝基
苯胺（ｐＮＡ）一直受到理论和实验工作者的广泛关
注［１０，１１］． 二维电荷转移（２ＤＣＴ）分子与一维电荷转
移分子不同，具有多组给、受体基团，常见的有“Λ
形”，“Ｘ形”，“Ｙ形”及“Ｈ形”． 二维电荷转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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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很好的兼备大的一阶超极化率及良好的透
光性，具有十分诱人的应用前景，近年来引起了人
们的极大兴趣［１２—１５］．本文以１ＤＣＴ分子对硝基苯胺
（ｐＮＡ）和２ＤＣＴ分子１，３二氨基４，６二硝基苯
（ＤＡＤＢ）为研究对象（如图１所示），研究了溶剂、
色散对一维、二维电荷转移分子的分子构型、一阶
超极化率、紫外吸收光谱及一阶超极化率各向异性
的影响，并分析了可能的物理原因．

２．计算方法
　 　 已有的研究工作表明，密度泛函理论（ＤＦＴ）
Ｂ３ＬＹＰ方法能够很好地描述分子的结构和性质，极
化连续介质模型（ＰＣＭ）则可以很好地描述溶剂和
溶质分子的长程相互作用［１１，１６］． 本文在ＡＭ１优化
分子构型的基础上，采用密度泛函Ｂ３ＬＹＰ ／ ＰＣＭ方
法在６３１ ＋ Ｇ（ｄ，ｐ）基组上优化了ｐＮＡ，ＤＡＤＢ分
子在气相及多种溶剂中的几何构型． 在此优化构型
的基础上，用密度泛函Ｂ３ＬＹＰ ／ ＰＣＭ ／ ６３１ ＋ Ｇ（ｄ，
ｐ）方法计算了分子在气相及多种溶剂中的一阶超
极化率β的各张量元β ｉｊｋ和紫外吸收光谱． 最后，又
基于ＴＤＨＦ ／ ＰＣＭ ／ ６３１ ＋ Ｇ（ｄ，ｐ）方法计算了分子
在气相及多种溶剂中的β的色散关系． 本文所有计
算都是采用量子化学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０３［１７］软件，在
Ｐｅｎｔｉｕｍ ＩＶ ＰＣ机上完成．

本文研究的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在气相及溶剂中
的构型均具有Ｃ２ｖ对称性，ｙ轴过各平面的Ｃ２ 轴，ｘｙ
平面即为分子平面（见图１所示），因此一阶超极化
率为［１３］

β ≈ β ｙ ＝ β ｙｙｙ ＋
１
３
（２β ｘｙｘ ＋ β ｘｘｙ）， （１）

β的对角分量和非对角分量分别为
β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 β ｙｙｙ， （２）
β ｏｆ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

１
３
（２β ｘｙｘ ＋ β ｘｘｙ）， （３）

β的非对角分量和β的对角分量的比值定义为分子
一阶超极化率的各向异性比，如下式所示：

η ＝

１
３
（２β ｘｙｘ ＋ β ｘｘｙ）
β ｙｙｙ

． （４）
在Ｋｌｅｉｎｍａｎ对称下（β ｘｙｘ ＝ β ｙｘｘ ＝ β ｘｘｙ），分子一阶超
极化率各向异性比可化为

η ＝
β ｘｘｙ
β ｙｙｙ
． （５）

在实验中，我们一般用退偏比Ｄ来描述分子非线性
性质的各向异性，Ｄ和η的关系如下［１８］：

Ｄ（η）＝ ３ － ２η ＋ １１η２

１５ ＋ １８η ＋ ２７η２
． （６）

３．结果及讨论

３ １．几何结构
　 　 在进行各物理量计算之前，首先优化了ｐＮＡ，
ＤＡＤＢ分子在气相和１６种溶剂中的几何构型（溶剂
列于表１）． 优化后发现，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在气相及
溶剂中的几何构型均为平面结构，且ｐＮＡ分子在
气相中的几何构型参数与文献［１９］中报道的结构
参数符合较好． 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在不同溶剂中各键
键长随溶剂相对介电常数ε的变化关系如图２所
示． 由图２可见，由气态到溶剂，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
的各键键长全部发生变化． 对ｐＮＡ分子，随着ε的
不断增加，ａ，ｅ（见图１中标注）键键长先显著减小，
后趋于饱和；而ｂ，ｄ，ｈ，ｆ键键长则先显著增大，后
趋于饱和；ｃ，ｇ键键长变化较小． 相对于其他键来
说，溶剂对两个Ｃ—Ｎ键（ａ，ｅ键）键长的影响最为
明显． ＤＡＤＢ分子的ａ，ｅ键键长变化与ｐＮＡ分子ａ，
ｅ键键长变化相似；而ｄ，ｈ键键长先增大，后趋于
饱和；ｂ，ｃ，ｆ，ｇ键键长则无明显的变化． 从整体看，
分子键长随溶剂极性的增加而单调改变，且在溶剂
相对介电常数ε ＜ ２０的范围内，溶剂对分子结构影
响较大，在ε ＞ ２０时，分子构型趋于稳定． 且从图２
中可知，溶剂对１ＤＣＴ 分子ｐＮＡ 的构型影响较
２ＤＣＴ分子ＤＡＤＢ更为显著． 以ｅ键为例，一维ｐＮＡ
分子在水溶剂中的ｅ键键长比气相中减小了０ ０３
?，而二维ＤＡＤＢ 分子的ｅ 键键长只减小了近
０ ０２ ?．

溶剂中分子几何构型的变化可用键长交替
（ＢＬＡ）来描述［１１］． ＢＬＡ值定义为共轭体系中碳碳
单、双键键长差的平均值． 因此，ｐＮＡ分子的键长
交替为

ＢＬＡ ＝ ｒ（ｂ）－ ｒ（ｃ）＋ ｒ（ｄ）－ ｒ（ｃ）
２

． （７）
ＤＡＤＢ分子的键长交替为

ＢＬＡ ＝ ｒ（ｄ）－ ｒ（ｃ）＋ ｒ（ｄ）－ ｒ（ｆ）
２

． （８）
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的ＢＬＡ值与溶剂的相对介电常
数的变化关系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以明显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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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ｐＮＡ分子在溶剂中的ＢＬＡ值变化大于ＤＡＤＢ
分子的相应值，且随着溶剂相对介电常数ε的增加
（由气相到水溶剂），ｐＮＡ分子的ＢＬＡ值由０ ０１９ ?

增加为０ ０３６ ?，ＤＡＤＢ分子的ＢＬＡ值由０ ０４４ ?
增加为０ ０５３ ?． 且当ε ＜ ２０时，ＢＬＡ值增加显著，
当ε ＞ ２０时，ＢＬＡ值的增加速度降低，趋于饱和．

图２　 ｐＮＡ（ａ）和ＤＡＤＢ（ｂ）分子各键键长与溶剂相对介电常数ε的关系

图３　 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键长交替（ＢＬＡ）与溶剂相对介电常数
ε的关系

３ ２．溶剂对分子一阶超极化率和紫外吸收光谱的
影响

　 　 表１列出了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在气相及１６种
溶剂中的一阶超极化率β以及紫外吸收光谱最大吸

收波长λｍａｘ ． 从表１可以看出，溶剂对分子的β具
有显著的影响． 与气相中的β值相比，ｐＮＡ分子在
溶剂中的β值增加了８０ ０％—３７７ ６％，而ＤＡＤＢ
分子的β值增加了６７ ７％—３１８ ５％ ． 可见，溶剂
对ｐＮＡ分子的一阶超极化率的影响大于对ＤＡＤＢ
分子的影响． 并且随着溶剂相对介电常数ε的增
加，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的β值基本为单调增加，且
在溶剂相对介电常数ε ＜ ２０的范围内，增速较快，
ε ＞ ２０时，增加缓慢，文献［２０］中也曾报道过类似
结果，这与前面对于分子构型变化的分子键长交替
的分析结果一致． 可见，增大溶剂的极性有利于增
强分子共轭体系的电子离域性，导致分子内部电荷
易于发生转移（ＩＣＴ），进而增大分子ＮＬＯ响应．
ＢＬＡ值的大小体现了分子中π电子共轭程度，可以
影响分子β值的大小． Ｍａｒｄｅｒ等人［２１］研究了ＢＬＡ
值和β值之间的关系，指出当ＢＬＡ值在０到０ ０５?
的范围内时，β随着ＢＬＡ值的增大而单调增加，与
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当溶剂的ε增大时，ｐＮＡ和
ＤＡＤＢ分子的β值均随ＢＬＡ值的增大而增大．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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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１中的计算值与实验值基本符合，但稍有差
距，差异可能是由于计算时没有考虑频率色散效
应、振动效应和基组效应等．

由表１中的计算结果可知，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在
气相及溶剂中的紫外吸收光谱最大吸收波长λｍａｘ均
在３００—４００ ｎｍ的范围内，透光性较好，且ｐＮＡ分
子的λｍａｘ的计算值与实验值基本相符［２２，２３］． 由于溶
剂的影响，随着ε的增加，λｍａｘ红移，与气相中的
λｍａｘ相比，溶剂中ｐＮＡ分子的λｍａｘ红移了７ ５％—

１５ ３％，而ＤＡＤＢ 分子的λｍａｘ 红移了６ ０％—
１３ ３％，ｐＮＡ分子的红移量大于ＤＡＤＢ分子． 红移
现象主要是分子共轭体系中电子离域发生变化的
结果，电子离域性增加，分子的最高占据分子轨道
（ＨＯＭＯ）和最低未占据分子轨道（ＬＵＭＯ）之间的能
量差减小，紫外吸收光谱红移．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
以看出，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在气相及溶剂中的分子构
型、一阶超极化率和紫外吸收光谱随溶剂相对介电
常数变化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表１　 不同溶剂中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的一阶超极化率β、紫外吸收光谱最大吸收峰λｍａｘ、
一阶超极化率各向异性比η和退偏比Ｄ． β的单位为１０ － ３０ ｅｓｕ，λｍａｘ的单位为ｎｍ

ｓｏｌｖｅｎｔ ε
ＰＮＡ ＤＡＤＢ

β β（ｅｘｐ） λｍａｘ λｍａｘ（ｅｘｐ） η Ｄ Ｄ（ｅｘｐ） β λｍａｘ η Ｄ

ｇａｓ １ ７ ８６ ３２０ － ０ ０８ ０ ２３３ ４ ８６ ３００ － １１ ４８ ０ ４３８

ｈｅｐｔａｎｅ １ ９２ １４ １５ ３４４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８ １５ ３１８ － １３ ７４ ０ ４３３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２ ０２３ １４ ７３ ３４６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８ ４６ ３１９ － １３ ８４ ０ ４３３

１，４ｄｉｏｘａｎｅ ２ ２１ １５ ７７ ２４ ３［２２］ ３４６ ３５４［２２］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０ ２２５ ±０ ０１１［２５］ ９ ０２ ３１９ － １３ ８１ ０ ４３３

ｃａｒｂｏｎ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 ２２８ １５ ８０ ３４９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９ ０１ ３２１ － １４ ００ ０ ４３３

ｂｅｎｚｅｎｅ ２ ２４７ １５ ９０ ３５０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９ ０６ ３２２ － １４ ００ ０ ４３３

ｔｏｌｕｅｎｅ ２ ３７９ １６ ５２ ３５１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９ ３８ ３２２ － １４ ２４ ０ ４３２

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 ４ ９ ２４ ３６ ２５ ８［２２］ ３６１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０ ２３０ ±０ ０１３［２５］ １３ ３３ ３３０ － １４ ４２ ０ ４３２

ｃ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５ ６２１ ２５ ６４ ３６４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１３ ９８ ３３３ － １４ ６４ ０ ４３２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 ７ ５８ ２８ ２３ ３０ ６［２２］ ３６４ ３６２［２２］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１５ ２９ ３３３ － １４ ３９ ０ ４３２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ａｎｅ ８ ９３ ２９ ５１ ２５ ５［２２］ ３６５ ３５０［２２］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１５ ９９ ３３５ － １４ ４６ ０ ４３２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１０ ３６ ３０ ４７ ３６７ － ０ ０７ ０ ２２９ １６ ４９ ３３６ － １４ ６２ ０ ４３２

ａｃｅｔｏｎｅ ２０ ７ ３４ ００ ３５ ７［２２］ ３６７ ３６８［２２］ － ０ ０７ ０ ２３０ １８ ３７ ３３８ － １４ ５７ ０ ４３２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３２ ６３ ３５ ６６ ４３ ５［２２］ ３６７ ３７０［２２］ － ０ ０７ ０ ２３０ ０ ２２５ ±０ ０１１［２５］ １９ ２６ ３３８ － １４ ４６ ０ ４３２

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３６ ６４ ３５ ８５ ４０ ８［２２］ ３６８ ３６６［２２］ － ０ ０７ ０ ２３０ １９ ３４ ３３９ － １４ ６３ ０ ４３２

ｎｉｔｒｏｍｅｔｈａｎｅ ３８ ２ ３５ ８５ ３６９ － ０ ０７ ０ ２３０ １９ ３９ ３４０ － １４ ５３ ０ ４３２

ｗａｔｅｒ ７８ ３９ ３７ ５４ ３６９ ３７３［２３］ － ０ ０７ ０ ２３０ ２０ ３４ ３４０ － １４ １４ ０ ４３２

３ ３．分子一阶超极化率各向异性比及其溶剂效应

　 　 Ｚｙｓｓ等［２４］指出，１ＤＣＴ分子的一阶超极化率β
主要来自于对角分量βｄｉａｇｏｎａｌ的贡献，而２ＤＣＴ分子
不同，其一阶超极化率非对角分量β ｏｆ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远大于
对角分量β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 为了定性地分析溶剂极性对分子
一阶超极化率对角和非对角分量的影响，用方程
（５），（６）计算了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的一阶超极化
率各向异性比η和退偏比Ｄ，其结果仍列于表１
中． 由表１中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对于η，
溶剂中的结果与气相中的结果相比变化不大，且与

具体溶剂无关． 在溶剂中ｐＮＡ的η值为－ ０ ０７，具
有典型的１ＤＣＴ 分子的特点，ＤＡＤＢ 的η 值为
－ １４ ６４—－ １３ ７４，具有典型的２ＤＣＴ分子的特点．
为了分析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的η值在各溶剂中基
本保持不变的原因． 图４画出了不同溶剂中ｐＮＡ和
ＤＡＤＢ分子的一阶超极化率分量︱β ｘｘｙ︱和︱β ｙｙｙ︱
随溶剂相对介电常数的变化关系及︱β ｘｘｙ︱随
︱β ｙｙｙ︱的变化关系． 图４（ａ）的结果清楚地显示，
随着溶剂的ε的增大，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一阶超极化
率张量元︱β ｘｘｙ︱和︱β ｙｙｙ︱均增加；从图４（ｂ）看出
ｐＮＡ，ＤＡＤＢ 分子一阶超极化率分量︱β ｘｘ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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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ｙｙｙ︱二者呈很好的线性关系． 可见，溶剂效应对
β的对角分量βｄｉａｇｏｎａｌ和非对角分量β ｏｆ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的影响
相似，两者均随溶剂ε的增大而增大，且增长率基

本一致． 这很好的解释了分子在各溶剂中的η值基
本不变的原因．

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在气相和溶剂中的Ｄ值在表１

图４　 （ａ）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一阶超极化率分量︱β ｘｘｙ︱和︱β ｙｙｙ︱与溶剂相对介电常数ε的关系；（ｂ）气相及溶剂中ｐＮＡ
和ＤＡＤＢ分子一阶超极化率分量︱β ｘｘｙ︱和︱β ｙｙｙ︱之间的关系．极化率单位为：× １０ － ３０ ｅｓｕ

中列出，由于电荷转移维度的不同，ＤＡＤＢ的Ｄ值
明显大于ｐＮＡ的Ｄ值，表明１ＤＣＴ分子的βｄｉａｇｏｎａｌ对
β的贡献大，而２ＤＣＴ分子的β ｏｆ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对β的贡献较
大． 文献［２５］中曾测量了ｐＮＡ分子在几种溶剂中
的Ｄ值，发现溶剂效应对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本文的计算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此外，ｐＮＡ和
ＤＡＤＢ分子在各溶剂中的Ｄ值基本保持不变． 这是
因为Ｄ是η的函数，而η为一阶超极化率的非对
角分量（β ｘｘｙ）和对角分量（β ｙｙｙ）的比值，且随着ε增
大，︱β ｘｘｙ︱与︱β ｙｙｙ︱单调增加，呈线性关系，η不
随溶剂变化，导致Ｄ不随溶剂变化．
３ ４．一阶超极化率的色散效应
　 　 我们用ＴＤＨＦ方法计算了气相及７种溶剂中，
在波长λ为１０６４ ｎｍ （ｉ． ｅ．，Ｅ ＝ １ １６５ ｅＶ）的情况
下，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的一阶超极化率β（－ ２ω；ω，
ω）、各向异性比η和退偏比Ｄ，结果列于表２ 由表

２可知，在波长λ 为１０６４ ｎｍ时，随着ε增大，
β（－ ２ω；ω，ω）单调增加． ｐＮＡ分子在溶剂中的β
（－ ２ω；ω，ω）值为气相中的２ ０５—３ ７１ 倍，而
ＤＡＤＢ分子在溶剂中的β（－ ２ω；ω，ω）值为气相中
的１ ７２—２ ２３倍． 考虑了溶剂效应和色散效应后，
我们得到的理论计算值和实验值符合较好． 如采用
电场诱导二次谐波产生（ＥＦＩＳＨ）测得的波长λ为
１０６４ ｎｍ时的ｐＮＡ分子一阶超极化率：甲醇溶剂中
测得的β（－ ２ω；ω，ω） ＝ ２２ × １０ － ３０ ｅｓｕ［２６］，二氧杂
环乙烷溶剂中测得的β（－ ２ω；ω，ω） ＝ １６ ９ ± ０ ４
× １０ － ３０ ｅｓｕ［９］．
在只考虑溶剂效应时，在不同溶剂中ｐＮＡ，

ＤＡＤＢ分子的η和Ｄ基本保持不变． 然而，考虑色
散效应后，不同溶剂中的η和Ｄ变化较大． 从表２
中看出，对ＤＡＤＢ分子，随着ε的增大，! η !

值
单调增加，溶剂中的η值为气相中η值的１ １９—
１ ５５倍． 而ｐＮＡ分子的情况恰恰相反，

! η !

随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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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而不断减小． 这可能是由于１ＤＣＴ和２ＤＣＴ
分子不同的电荷转移特点引起的；从表２中还可看
出，ｐＮＡ，ＤＡＤＢ分子的Ｄ均随溶剂ε的增大而单

调减小，且考虑色散效应后分子的Ｄ值大于只考虑
溶剂效应时的计算结果． 本文计算的结果与实验值
基本一致［２５］．

表２　 波长为１０６４ ｎｍ时，不同溶剂中ｐＮＡ和ＤＡＤＢ分子的一阶超极化率β（－ ２ω；ω，ω）、各向异性比η和退偏比Ｄ． β的单位为１０ － ３０ ｅｓｕ

Ｓｏｌｖｅｎｔｓ ε
ＰＮＡ ＤＡＤＢ

β η Ｄ β η Ｄ

ｇａｓ １ ５ ９５ － ０ １４６８ ０ ２７２９ ４ ３４ － ４ ６９９０ ０ ４８４８

１，４ｄｉｏｘａｎｅ ２ ２１ １２ ２２ － ０ １２７５ ０ ２６１２ ７ ４８ － ５ ６０５８ ０ ４７１９

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 ４ ９ １８ １６ － ０ １１１２ ０ ２５１９ ９ １９ － ６ ３６１３ ０ ４６４１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 ７ ５８ １９ ３８ － ０ １０６９ ０ ２４９５ ９ ０８ － ６ ８９７４ ０ ４５９５

ａｃｅｔｏｎｅ ２０ ７ ２１ １４ － ０ １０２１ ０ ２４６９ ９ ５３ － ７ １０５５ ０ ４５８０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３２ ６３ ２１ ０７ － ０ １０１２ ０ ２４６４ ９ ４３ － ７ １９５５ ０ ４５７３

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３６ ６４ ２１ ６０ － ０ １００９ ０ ２４６２ ９ ５８ － ７ ２２７２ ０ ４５７１

ｗａｔｅｒ ７８ ３９ ２２ ０６ － ０ １０００ ０ ２４５７ ９ ６８ － ７ ２８１０ ０ ４５６７

４ 结 论
　 　 本文计算了溶剂、频率色散对一、二维电荷转
移分子ｐＮＡ和ＤＡＤＢ的非线性光学性质的影响，
得到结论如下：溶剂对分子的一阶超极化率β和紫
外吸收光谱有较大影响，但对一阶超极化率各向异
性比η和退偏比Ｄ影响很小；只考虑溶剂效应时，
由于随着溶剂的ε增大，分子一阶超极化率对角和
非对角分量︱β ｙｙｙ︱，︱β ｘｘｙ︱不断增加，且二者具

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导致不同溶剂中的η和Ｄ值
基本相同；考虑色散后，不同溶剂中的β，η和Ｄ值
均不同，１ＤＣＴ分子ｐＮＡ与２ＤＣＴ分子ＤＡＤＢ的η
值随ε的变化规律相反，β值和Ｄ值的变化规律相
似． 对于１ＤＣＴ分子，

! η !

值随ε的增大而减小，
２ＤＣＴ分子的

! η !

值随ε的增大而增大，但１ＤＣＴ
和２ＤＣＴ分子的β值均随ε的增大而增大，Ｄ值均
随ε的增大而减小． 因此在精确的计算中必须考虑
溶剂和色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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