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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Gen(m + n = 9)团簇结构和电子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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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锗团簇结构与电子性质的研究对于研发新型微电子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将遗传算法和基于密度泛函
理论的紧束缚方法相结合, 研究了 SimGen(m + n = 9)团簇的原子堆积结构和电子性质. 计算结果发现,
SimGen(m+ n = 9) 团簇存在两种低能原子堆积稳定构型: 带小金字塔的五边形双锥堆积和带桥位Ge原子
的四面体紧密堆积. 随着团簇内锗原子数目的逐渐增加, 两种堆积结构均出现明显的转变, 其中最低能量的
几何结构由单侧带相邻双金字塔的五边形双锥结构转变为双侧带相邻单金字塔的五边形双锥结构. 随着原子
堆积结构的变化, 团簇内原子电荷分布及电子最高占据轨道与电子最低未占据轨道的能隙随团簇内所含硅和
锗元素组分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 团簇, 密度泛函紧束缚, 电子性质, 计算机模拟
PACS: 21.60.Jz, 31.15.–p, 36.40.–c, 61.46.–w DOI: 10.7498/aps.64.042102

1 引 言

随着半导体材料外延和加工技术的发展, 电子
元器件的尺寸越来越小, 通过在硅衬底上制备具有
优良电学和光学特性的硅基异质结构材料, 为未来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在硅基异质结构材
料中, Si 衬底上SiGe材料颇受研究者的关注. 作为
IV族元素, Si和Ge 都具有2个电子在 s壳层和2个
电子在d壳层的价电子结构, 且它们的晶体结构均
为金刚石结构. 在Si衬底上外延生长厚Ge膜的过
程中, 需要在Si与Ge中间引入以任意比例形成且
与衬底不存在界面失配位错的SixGe1−x合金过渡

层, 过渡层的存在有助于得到晶格完好、低位错密
度的Ge膜. 对于这种合金过渡层, 通过调控Ge组
分百分比, 进而操控合金带隙, 能够获得具有高速、
高频特性等优良性质的半导体器件, 使其在硅基光

电探测器、高效太阳能电池、硅基高速电路和硅基

光电单片集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1−5]. 通
过对SixGe1−x合金团簇结构与性质的研究, 有助
于我们了解此类合金层从单原子态到大尺寸形态

的结构与性质的演化规律, 进而为控制制备具有特
殊物理化学性质的新型低维材料提供理论依据.

对于单质Si团簇和Ge团簇的实验 [6−14]和理

论 [15−26]研究发现, 较大尺寸的Si团簇和Ge团簇
可以裂解为较小尺寸的团簇, 其中包含 6, 7, 9和
10等数目的原子的团簇较包含其他原子数目的
团簇出现的概率更高, 且它们具有相似的几何结
构, 并可以当作生长为更大尺寸颗粒的基础结构
单元. Bing 等 [27]和Marim等 [28]计算了包含原子

数目到 7个的中性和带电Si-Ge团簇的结构与电子
性质. Springborg及其合作者 [29−32]通过基于密

度泛函的紧束缚 (density functional tight 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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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TB)方法计算了包含原子数为 2—44个的Sin,
Gen和SinGen团簇的性质. 但对于以任意原子数
目配比形成的SimGen合金团簇结构与性质的研究
目前尚不多见.

本文将DFTB方法和遗传算法 (genetic algo-
rithm, GA)相结合, 对SimGen(m+ n = 9)团簇的
几何结构和电子性质进行计算研究, 通过计算得
到具有不同原子数目配比的团簇可能存在的原子

堆积结构, 并对这些团簇的能量、电子最高占据
轨道 (highest 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HOMO)
与最低未占据轨道 (lowest un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LUMO)的能隙、Mulliken电荷总集居数分
布情况等进行了分析.

2 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的DFTB方法中, 总能量由下式给
出 [33−35]:

Etot =

occ∑
i

εi −
∑
jm

εjm

+
1

2

∑
j ̸=k

Ujk (|Rj −Rk|), (1)

其中, εi是系统第 i个轨道的能量, εjm是孤立原子
m的第 j个轨道的能量, Ujk是第 j和k个原子的短

程两体势.
计算中所涉及的函数有

Eave = Etot/(m+ n), (2)

Eb(SimGen)

=
mE(Si) + nE(Ge)− Etot(SimGen)

m+ n
, (3)

R0 =
1

N

N∑
i=1

Ri, (4)

其中, Eave为团簇中平均每个原子的能量, Etot为

相应团簇的总能量, Eb为原子的结合能
[26], E(Si)

为Si的单原子能量, E(Ge)为Ge的单原子能量,
Etot(SimGen)为SimGen团簇的总能量, R0为团簇

的几何中心, Ri为团簇中各个原子的坐标, N表示
团簇内原子的总数. 这里N = m + n = 9. 团簇中
原子径向距离为

ri = |ri| = |Ri −R0| , (5)

其中 ri为团簇中第 i个原子的径向距离.
GA是由Holland教授在 20世纪 70年代首先

提出并发展起来的. 它是一种起源于对生物界自

然选择和自然遗传机理的模拟来解决实际问题的

随机化搜索方法. 作为一种无偏见全局优化的方
法之一,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GA与密度泛
函计算相结合探索各种材料的低能稳定结构和性

质 [36−42]. GA的流程如下: 随机选取M个初始结

构作为父代, 将能量弛豫到最低值, 然后把每一个
父代结构随机平分成两部分, 得到 2M个结构, 将
它们随机地两两交换组合 (交换组合的原则是体系
中的任何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不会过小或者过大),
产生子代并使子代弛豫, 比较子代和父代的能量,
选择具有最低能量的M个结构作为新的父代, 这
样一代一代遗传下去, 经过几百代至上千代的遗
传, 直到弛豫的最低能量保持不变为止.

在本研究中, 首先随机构建SimGen(m + n =

9)团簇中 9个原子的原子坐标, 由于GA会将原子
坐标随机的进行重组, 对于具有不同硅、锗原子数
目的每种情况, 会出现多种组合方式. 对于每一个
SimGen(m+ n = 9)合金团簇, 我们选取15个初始
结构, 对于纯的Si9和Ge9团簇, 则取5个初始结构.

3 结果与讨论

通过上述方法对所有初始结构进行计算,
图 1给出了计算得到的SimGen(m + n = 9)团簇
的低能稳定结构和能量. 图 1中浅色原子表示Si
原子, 深色原子表示Ge原子. 从图 1 (a)到 (j), 团
簇所含Ge原子的数目n依次增加 1, 对于n相同的

情况, 图中所示结构从左到右能量逐渐升高, 最
左边的结构为计算得到的该种团簇的最低能量结

构. 如图 1 (a)所示, Si9团簇的最低能稳定结构由
一个五边形双锥的基础结构单元和两个四面体小

金字塔堆积而成. 其中的基础结构单元是由 7个
原子组成上、下两个五边形金字塔堆积而成, 形成
了一个由 10个 (111)小平面组成的十面双锥体; 另
外的两个四面体小金字塔堆积于五边形金字塔同

侧的两个相邻 (111)小平面的正上方. 当Si9团簇
中的一个Si原子被Ge原子替换后, 如图 1 (b)所示,
Si8Ge1团簇的最低能量结构与Si9团簇相似, 只是
其中一个位于 (111)小平面上方的Si原子被Ge原
子替换. 当替换Ge原子数目为 2时, 如图 1 (c1)所
示, Si7Ge2团簇的最低能量原子堆积结构仍保持
Si9团簇的构型, 这时Ge原子替换Si原子的位置:
其中一个位于 (111)小平面上方的Si原子, 另一个
位于五边形顶点上的一个Si原子. 这里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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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9

0 eV(a)

Si8Ge1 Si7Ge2

Si6Ge3

Si3Ge6

Si2Ge7

Si1Ge8 Ge9

Si5Ge4

Si4Ge5

(b) 0 eV 0.075 eV0 eV(c1) (c2)

0 eV 0.002 eV(d1) (d2) (e1) (e2) (e3)0 eV 0.024 eV 0.054 eV

(f1) (f2)0 eV 0.146 eV (g1) (g2) (g3)0 eV 0.103 eV 0.110 eV

(h1) (h2) (h3) (h4) (h5)0 eV 0.003 eV 0.011 eV 0.038 eV 0.083 eV

(j) 0 eV(i1) (i2) (i3)0 eV 0.191 eV 0.233 eV

图 1 (网刊彩色) SimGen(m+ n = 9) 团簇的几何结构 (a) n = 0; (b) n = 1; (c) n = 2; (d) n = 3; (e) n = 4;
(f) n = 5; (g) n = 6; (h) n = 7; (i) n = 8; (j) n = 9

是, 这个顶点所在的 (111) 小平面上方没有小金
字塔的原子堆积形式, 但它与另一个被替换Si原
子的 (111)小平面相邻. 对于这个Si7Ge2团簇, 我
们计算得到了一个较最低能量高 0.075 eV的结构,
该结构如图 1 (c2)所示. 在这个原子堆积结构中,
原位于同一平面上的五边形的顶点原子中, 有一
个Si原子移到了该平面的下方; 一个Ge原子位于
这个位置发生变化的Si原子与原五边形金字塔塔
顶原子的桥位上, 另一个Ge原子则位于另一侧金
字塔塔顶原子以及 3个原五边形顶点原子的上方.
图 1 (c2)与 (c1)结构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桥位Ge原
子的出现, 把原同一平面上的一个与它邻近的Si拽
离原来位置, 同时另一个Ge原子也跟着发生位置
偏移. 这种带桥位Ge原子的原子堆积结构在文献
[43, 44]研究5原子Si团簇时也出现过.

随着替换Ge原子数目增加到 3, 如图 1 (d1)所
示, Si6Ge3的最低能量原子堆积结构与前三种团
簇相比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原子堆积方式, 在 (111)

小平面上堆积的小金字塔由原来的同侧相邻堆积

变成了上下两侧相邻堆积, 而且塔顶的Si原子均
被Ge原子替换, 另外的Ge原子占据在基础结构单
元中五边形的一个顶点上. 值得注意的是, 在五
边形顶点上的Ge原子是位于距离另两个 (111)小
平面正上方的Ge原子最远的顶点位置. 对于这个
团簇, 我们发现它也存在一个与 (c2)结构相似的具
有较高能量的原子堆积结构, 如图 1 (d2)所示, 该
结构能量较图 1 (d1)所示的结构高出 0.002 eV. 这
时增加的一个Ge原子占据了距离另两个Ge原子
最远的原五边形的一个顶点. 对于Si5Ge4团簇, 如
图 1 (e1)—(e3)所示, 为3个能量分别相差 0.024 eV
和 0.053 eV的原子堆积结构. 其中最低能量结构
(e1)为五边形相邻两顶点位置上的Si原子被Ge原
子替换, 且其中一个Ge原子与另两个位于 (111)小
平面上方的Ge原子保持相对最远距离. 在具有较
高能量的带桥位Ge原子的堆积结构 (e2)中, 五边
形上的两个Ge原子处于不相邻的位置上, 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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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Ge原子与位于上侧小金子塔塔顶的Ge原子
相邻. 在具有更高能量的 (e3) 结构中, Ge原子的
占位情况与 (e1)一致, 只是原五边形平面上的一个
Si原子向上移到了锥顶一侧. Si4Ge5团簇的最低
能量结构与Si5Ge4和Si6Ge3的相似, 如图 1 (f1)所
示, 增加的Ge原子替换的是五边形上与原来两个
Ge原子相邻的顶点, 且这个Ge原子被上侧塔顶的
Ge原子拽离了原来所在的平面, 这就使得该结构
与 (e1)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形变. 较图 1 (f1)所示结
构, 具有较高能量 (0.146 eV)的原子堆积结构 (如
图 1 (f2)所示), 则呈现出以一个由 4个Si原子构成
的四面体为中心, 在其每个 (111)小平面上堆积一
个小金字塔, 塔顶位置均被Ge原子占据, 同时在中
心四面体顶点的Si原子上有一个悬挂的Ge原子.
与之前出现的带有桥位Ge原子的堆积结构相比较,
此种堆积是由若干个小四面体金字塔紧密堆积而

成, 这说明此种结构在含有 5个Ge原子时发生了
明显的形变. 由图 1 (g1)—(g3)可见, Si3Ge6 团簇
的最低能量结构 (g1)的构型仍表现出与Si6Ge3团
簇相似的形貌, 这时五边形上的 4个相邻顶点被Ge
原子占据, 而Si原子占据在堆积小金字塔的两个
(111)小平面的共有顶点上. 具有较高能量的 (g2)
结构是一个以四边形双锥结构为基本单元, 上侧堆
积了一个六面体金字塔, 下侧是一个小四面体金
字塔, 所有Si原子均占据了塔顶位置的构型. 具有
更高能量的图 1 (g3)表现为一个带桥位Ge原子的
四面体紧密堆积结构, 与图 1 (f2)相似. 当Ge原子
数增加到 7时, Si2Ge7团簇的原子堆积结构构型与
Si3Ge6团簇的相似, 也出现了如图 1 (h1)和 (h5)所
示的两种不同构型. 另外, 我们也计算得到了由于
Si原子占位不同而引起具有较高能量的另外三种
与 (h1)几何构型一致的结构, 如图 1 (h2)—(h4)所
示, 它们的能量较最低能量依次高出 0.003, 0.011
和0.038 eV. 其中最低能量结构 (h1)中Si占据了五
边形上两个相距最远的顶点位置, (h2)中的 Si原
子分别位于五边形的一个顶点和其锥体的一个顶

点, (h3)中的 Si原子占据五边形双锥的两个锥顶
位置, (h4)中的 Si原子占据一个锥顶和一个五边
形顶点, 且这两个Si原子不与其双锥体上下两侧
(111)小平面上的Ge原子相邻, 这种占位情况使
原在一个平面上的五边形发生了变形. Si2Ge7团
簇的另一种结构是类似Si4Ge5的带桥位Ge原子
的小四面体紧密堆积结构 (如图 1 (h5) 所示), 这种
结构的能量相对前几种情况高一些. 仅包含一个

Si原子的Si1Ge8团簇的原子堆积结构出现了两种
情况, 如图 1 (i1)—(i3)所示. 能量较低的结构中,
未被替换的一个Si原子分别位于五边形的一个顶
点 (如图 1 (i1)所示结构)和其双锥体的一个锥顶位
置 (如图 1 (i2)所示结构), 当Si原子位于五边形顶
点位置时原子堆积结构具有最低能量. 另一种构
型是带桥位Ge原子的小四面体紧密堆积结构如
图 1 (i3), 此时Si原子占据桥的一个顶点. 当团簇
中均为Ge原子时, 计算得到了一种如图 1 (j)所示
的原子堆积结构, 该结构表现为在五边形双锥体的
上下两侧相邻的 (111)小平面上分别堆积了一个小
金字塔结构. 对于9原子的硅和锗团簇的几何结构,
Springborg小组 [30]运用DFTB结合GA的方法研
究了纯的Si9和Ge9团簇, 得到的结果与本文的计
算结果一致. Zhao等 [45]运用GA/TB-DFT方法研
究了Gen(n = 2—33)团簇的几何构型, 其中给出
的Ge9团簇的构型亦与我们计算得到的结构一致.

图 2显示了SimGen(m+n = 9)团簇的结合能
随团簇内组元成分的变化. 如图 2所示, Si9团簇的
结合能为 4.012 eV, 这与文献 [26]的结果 3.759 eV
接近. Ge9团簇的平均结合能为 3.144 eV, 这与文
献 [45]中给出的DFT计算结果3.215 eV接近,并明
显低于Si9团簇的结合能. 当团簇中Ge组分原子数
目不断增加时, 团簇的结合能呈现出较为平滑的下
降趋势, 这说明随着Ge组分的增加, 团簇的稳定性
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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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imGen(m+ n = 9)团簇的结合能随成分的变化

图 3是SimGen(m+n = 9)团簇具有最低能量
结构的HOMO-LUMO能隙图, 该能隙定义为电子
LUMO能量与电子HOMO能量的差值. 如图 3所
示, Si9团簇的HOMO-LUMO能隙为 1.327 eV, 随
着团簇Ge组分原子数目的增加, SimGen(m+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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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团簇的HOMO-LUMO能隙首先出现了下降的
趋势, 并在Ge原子数增加到 2时, 下降到一个极小
值,在该极小值处Si7Ge2 团簇的HOMO-LUMO能
隙为 1.167 eV. 当Ge原子数为 3时, 伴随着原子堆
积结构的转变, Si6Ge3团簇的HOMO-LUMO能隙
值增加到 1.287 eV, 随着Ge原子数增加到 4, 能隙
值达到一个峰值1.425 eV.随着Ge原子数目继续增
加, 能隙值再一次出现振荡变化, 在Ge原子数增加
到 6以上后, 能隙值呈现出下降的行为, 并在团簇
内所包含的9个原子都为Ge时,能隙大幅度下降低
至0.887 eV.当团簇中所含Ge组分原子数n = 4时,
其能隙最大, 当n = 6时次之, 略高于Si9团簇的能
隙值, 而其他组分的能隙值均在 1.1—1.3 eV之间,
只有Ge9团簇的能隙值低于0.9 eV, 这说明SiGe合
金9原子团簇的HOMO-LUMO能隙远高于纯的锗
团簇. SimGen(m + n = 9) 团簇这种随Ge组分变
化出现的HOMO-LUMO能隙振荡变化行为与其
块体SixGe1−x合金材料的带隙所呈现的单调下降

行为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46]. 从几何构型和Si,
Ge原子在团簇中的分布情况上看, HOMO-LUMO
能隙第一次出现振荡变化是由于几何构型发生了

明显的转变使各原子之间的相互位置发生改变引

起的; 第二次出现振荡变化时其几何构型并没有改
变, 引起其变化的原因是随着团簇中Ge原子替代
Si数目的逐渐增多, Si—Si键逐渐被Si—Ge键和
Ge—Ge键所取代, 由于键长增加和强度减弱, 团簇
内部原子分布和电荷分布随之改变, 团簇内电子占
据能级亦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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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imGen(m+ n = 9) 团簇的HOMO-LUMO能隙

图 4显示了SimGen(m + n = 9)团簇内原子
的电荷分布情况, 图中深色小方块表示Si原子的电
荷分布值, 浅色五角星表示Ge原子的电荷分布值.

由于在DFTB计算中采用冻结核近似 (frozen-croe
approximation), 只考虑Si原子的 3s和 3p价电子
和Ge原子的 4s和 4p价电子, 因而得到的Mulliken
电荷总集居数 (gross population)为4.0时表示中性
原子. 从图 4可见, Ge原子所带的电荷数一般都较
小, 而Si 原子所带的电荷数一般都大于Ge原子的,
这说明发生了电子从Ge原子向Si原子的转移, 这
是由于Si原子俘获电子的能力比Ge原子俘获电子
的能力相对较强所致. 如图 4 (a)所示, Si9团簇中
距离团簇几何中心最近的Si原子所带的电荷数最
少, 表现为失去电荷, 而距离中心为 2.0 Å处的Si
原子带有较多的电荷, 随着距中心距离 ri的增加,
Si原子所带的电荷数逐渐减少, 说明出现了电子的
转移. 当团簇中一个Si原子被Ge原子替代后, 如
图 4 (b)所示, 该Ge原子距离团簇中心最远, 且它
带有最少的电荷. 在这个团簇中距离团簇中心最
近的Si原子所带电荷在Si原子中最少, 离团簇中
心最远的Si原子所带电荷也少于 4.0, 其他的Si原
子所带电荷均大于 4.0, 说明除了中心Si原子向位
于团簇中间部位的原子转移电子外, 最远处的Si和
Ge原子也向中间部位的Si原子转移了大量电子.
当Ge原子数增加到 2时, 这两个Ge原子均位于离
团簇中心最远的位置处, 它们与团簇中心距离相
同, 且这两个原子所带电荷数最少. 团簇中仍然存
在一个离中心位置很近的失去电荷的Si原子. 这
里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Si9, Si8Ge1和Si7Ge2团簇,
它们具有相似的原子电荷分布, 即均存在一个离
团簇中心最近的Si原子, 其带电荷数低于 4.0, 说
明有电子向外转移, 其他Si原子具有接近 4.0的带
电荷数, 说明它们电荷转移量相对较小, 而这种电
荷分布的相似性决定于它们原子堆积构型的相似

性, 当有Ge原子替换Si原子时, Ge原子均占据团
簇的最外侧, Si—Ge键替换了原来的Si—Si键, 使
位于团簇外部的原子内的电荷向中间部位的原子

转移, Ge原子数目越多, 电荷转移量就越大, 团簇
的HOMO-LUMO能隙同时呈现出随Ge原子数目
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当团簇内的Ge原子数增加到 3时, 这 3个Ge
原子均位于离团簇中心较远处, 其中两个Ge原子
距团簇中心的距离相同. 其余的 6个Si原子带有的
电荷数都大于 4.0, 且它们位于 3个距离值上, 且呈
现出Si原子均处于团簇内部, Ge原子均处于团簇
外部的分布情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这时没有一
个Si原子位于距团簇中心很近的位置上. 这样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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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imGen(m + n = 9)团簇原子的Mulliken总电荷集居数分布 (图中深色小正方形代表硅原子, 浅色
小五角星代表锗原子) (a) Si9团簇; (b) Si8Ge1团簇; (c) Si7Ge2 团簇; (d) Si6Ge3团簇; (e) Si5Ge4团
簇; (f) Si4Ge5 团簇; (g) Si3Ge6团簇; (h) Si2Ge7团簇; (i) Si1Ge8 团簇; (j) Ge9团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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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团簇的原子堆积构型发生了改变, 中心最近处
的Si原子消失, 电荷转移情况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
时, 没有出现电荷从团簇内部向中部的转移, 仅存
在由外部向内部的转移, 同时电子占据能级也发
生改变, 并引起HOMO-LUMO能隙在Si6Ge3处变
化. 对于Si5Ge4团簇, 4 个Ge原子位于距团簇中
心较远的 3处, 且它们所带的电荷数均低于 4.0, 5
个Si原子位于距团簇中心距离不同的 4处, 它们所
带的电荷数都高于 4.0, 表现出与Si6Ge3团簇相似
的分布情况, 只是由于Ge原子数目的增加使电荷
转移量增加. 随着Ge原子数继续增加到 5, Ge原
子与Si 原子的位置分布呈现出不同于Ge原子数较
少时的情况. 对于Si4Ge5团簇, 尽管所有Ge 原子
和Si原子上所带的电荷数分别均为远低于4.0和远
高于 4.0, 说明此时的电荷转移量明显增加, 但是两
个Ge原子与一个Si原子距离团簇中心的距离均接
近 2.5 Å, 且这个Si原子具有最高的电荷数 4.9. 在
距团簇中心 2.5 Å的距离内, 还出现了一个Ge原
子, 呈现出Si原子与Ge原子同时出现在团簇中部
的分布情况, 在Si6Ge3和Si5Ge4团簇中并未出现
这种情况, 而且随着Ge原子距团簇中心距离的增
加, Ge原子上的电荷数随之降低, 电荷转移量大幅
度增加, 这时的能隙值没有随Ge原子数的增加而
增加, 反而出现下降的情况. 当团簇内的Si原子数
减少到3 时, 6个Ge原子均位于距离团簇中心较远
的位置, 3个Si原子均位于距离团簇中心较近的位
置, 这时的电荷分布呈现出Si原子所带电荷数远
高于 4.0, Ge原子所带电荷数低于 4.0. 当团簇内的
Ge原子数增加到7时, Si原子距团簇中心的距离和
Ge原子距团簇中心的距离相近, 同时出现在团簇
中部, 由于所有Ge原子均失去大量电荷, 必然使两
个Si原子均带有较高的电荷数. 对于Si1Ge8团簇,
Si原子带有电荷数接近 4.8, 它与几个Ge原子位于
距离团簇中心2.0 Å附近的位置, 而其余几个Ge原
子均位于距离团簇中心 2.7 Å附近的位置上, 这时
其中一些Ge原子所带的电荷数略高于4.0. 我们发
现, 随着Ge原子数目的增加, Ge原子与Si原子同
时进入团簇内部, Ge原子电荷转移量不断减小, 而
团簇中Si原子却集聚着大量电荷, 这时能隙值不断
降低. 当团簇内所包含的原子均为Ge原子时, 由电
荷分布图 4 (j)可见, 这时Ge原子均位于距离团簇
中心 2.0—2.8 Å的范围内. 这时部分Ge原子所带
电荷数略高于 4.0, 且距离团簇中心最远的Ge原子
带有团簇内最少的电荷数, 电荷转移的程度远低于

SimGen混合团簇的情况.

4 结 论

通过将GA和DFTB方法相结合, 本文计算研
究了SimGen(m + n = 9)团簇的几何结构和电子
性质. 研究结果表明, 团簇内原子堆积结构构型和
Ge原子替换Si 原子的位置极大地影响团簇的电子
性质. SimGen(m + n = 9)原子团簇出现了两种不
同的低能稳定结构: 一种为在五边形双锥体基础上
堆积了两个位于相邻的 (111)小平面上的小金字塔
构型; 另一种为带桥位Ge原子的小四面体金字塔
紧密堆积构型. 随着Ge原子组分的增加, 两种构
型均发生了一定的形变. 其最低能量稳定结构表
现为第一种构型, 且在Ge原子数目增加到 3时发
生了转变, 即由五边形双锥体同侧上堆积两个相邻
的小金字塔在 (111)小平面上 (Si9团簇的构型)转
变为五边形双锥体的上下两侧分别在相邻的 (111)
小平面上堆积小金字塔 (Ge9团簇的构型), 随着Ge
原子数目的继续增加, 团簇的几何构型不再改变,
而团簇中Si和Ge原子的位置分布和电荷分布情况
由于Si—Si键被Si—Ge键和Ge—Ge键逐步取代
而随之改变.

由于Ge组分变化而引起的团簇几何构型和
Si, Ge原子位置分布的变化使团簇内部电荷分布改
变的同时团簇的稳定性下降, 且HOMO-LUMO能
隙呈现出振荡变化行为, Si5Ge4和Si3Ge6团簇的
能隙值呈现出两个极大值, 均略高于Si9团簇的能
隙值, 而其他组分的能隙值均在 1.1—1.3 eV 之间,
只有Ge9团簇的能隙值低于 0.9 eV. 当团簇内所
含Ge原子数小于 3时, 其几何构型均表现为Si9团
簇构型, 团簇内部存在一个近中心失电荷Si原子,
失电荷Ge原子处于团簇最外部, 电荷分布情况表
现为从内部和外部同时向中间部分Si原子转移电
荷, 且Ge原子数目越多, 电荷转移量越大, HOMO-
LUMO能隙呈下降趋势. 伴随着Ge原子数目增加
到 3时引起的几何构型的转变, 失电荷的近中心Si
原子消失, 呈现出得电荷Si原子在内、失电荷Ge
原子在外的原子和电荷分布情况, HOMO-LUMO
能隙出现由下降到升高的转变, 并在Ge原子数为4
时, 能隙增加到最大值. 当团簇内Ge原子数增加到
5时, 团簇内原子堆积结构呈现出Si原子位于团簇
内部, Ge原子位于外部, 部分Ge原子和Si原子位
于团簇的中间部分, 而当Ge原子数为 6时, 团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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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为Si原子在内, Ge原子在外的构型. 团簇内原
子堆积结构构型的这种变化, 使得HOMO-LUMO
能隙出现了较Si5Ge4时先降低再升高的变化. 随
着Ge原子数的继续增加, 越来越多的Ge原子位
于团簇的内部, 大量电荷从Ge原子向少数Si原子
上转移, 使单个Si原子具有极高的电荷数, 同时
HOMO-LUMO能隙呈现出降低的行为. 另外, 所
有组分的SimGen合金团簇的电荷转移程度明显高
于纯的Si9和Ge9团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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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f the structural and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silicon and germanium cluster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novel microelectronic materials.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geometric structures and electronic proper-
ties of SimGen (m+ n = 9) clusters by combining genetic algorithm and density functional tight binding metho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two low energy stable atomic stacking configurations for SimGen(m+n = 9) clusters: one is a
pentagon double cone stacking two small adjacent pyramids, the other is a tetrahedron close packing with a Ge atom on
a bridge. Both stacking configurations are changed greatly with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Ge atom number in the cluster.
The shape of the lowest-energy configuration changes from the pentagon double cone stacking two adjacent pyramids on
the same side into the pentagon double cone stacking two adjacent pyramids on both sides of the up and down. With
this change, the electron distribution and the gap of the highest 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and the lowest un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gap are obviously dependent on the difference in components of Ge and Si elements contained.

Keywords: cluster, density functional tight binding, electronic property, computer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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