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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各向异性弹性理论的有限元方法，研究了金字塔形自组织 *+,-. 半导体量子点应变能随高宽比变化的规

律：系统的应变能随着高宽比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并通过自由能（应变能与表面能之和）讨论了量子点的平衡形态 /
结果表明，对于固定体积的量子点，存在一个高宽比值，称之为平衡高宽比，使得系统的自由能最低 /同时，还给出

了量子点的应力、应变、流体静应变及双轴应变分布 /这些可以作为阐明应变自组织量子点实验的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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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引 言

半导体量子点由于其特有的量子效应在新一代

光电器件的研制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 /用半导体量

子点材料制备出来的纳米光电器件具有超高速、超

高频、高集成度、高效低功耗和极低的阈值电流密度

等特点，因此量子点在未来的纳米电子学、光学和光

电集成等方面都有极高的应用价值［#—3］/而 *+,-. 半

导体量子点由于能与当前的 -. 基制造工艺更好的

结合，因此备受重视［0］/
利用 外 延 材 料 与 衬 底 材 料 的 晶 格 错 配 通 过

-DE7:AF.5GE7AD7:>H（-G）生长模式自组织生长量子点，

即利用两种材料之间的晶格错配，当外延薄膜达到

某一 临 界 厚 度 时，在 应 力 的 作 用 下 自 发 地 生 成

“岛”/这种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直接生长量子点，是

目前制备量子点最常见和最有用的方法 /在量子点

的自组织生长过程中，应变分布在浸润层的形态变

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量子点的生长初期其在

衬底上的成核基本是无序的，它的大小、形状、密度

及有序性往往难以控制，因此要想制备出理想实用

化的量子器件，就必须在理论上弄清量子点生长过

程中的应力应变分布，并从实验上加以控制，以实现

量子点有序可控生长 /另外，量子点的应变分布不仅

对生长的量子点大小、形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

量子点的光电特性也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可以通过

改变应变分布来改变量子点的电子结构，进而影响

量子点器件的光电特性［)］/因此，研究半导体量子点

的应力应变分布及其结构形态是非常有必要的 /
目前研究量子点应变与应力分布的方法有实验

和理论计算 /用实验方法对量子点的应变进行精确

的测量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它们一般只能提供平均

或定性的估计，常采用的有反射高能电子衍射、I 射

线衍射和透射电子显微术等［’］/对应力的估计目前

一般采用原子力显微镜方法和低能电子衍射探测技

术［#$］/理论研究常用的有分子动力学方法［’］、原子

弹性理论［##，#%］、格林函数法［#"］和有限元方法［#3，#0］

等 /我们基于各向异性弹性理论的有限元方法研究

了不同高宽比的金字塔形 *+,-. 半导体量子点内的

应变、应力以及应变能分布，通过定义自由能（即应

变能与表面能之和），确定了量子点平衡形态（最小

自由能）/所得结果与实验基本相符 /

% /几何模型与理论方法

根据分子束外延实验技术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的

观测［#&，#(］，我们所研究的异质外延 *+,-. 量子点体

系的几何模型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见，模型下方是

-. 衬 底，上 面 覆 盖 着 一 薄 层 *+，称 之 为 浸 润 层

（9+DD.:; 87J+E），浸润层的厚度取
#
% !*+，约为 % 个单

第 0& 卷 第 ) 期 %$$( 年 ) 月

#$$$5"%’$,%$$(,0&（$)）,3)3#5$&
物 理 学 报
K2LK MNO-P2K -PQP2K

R>8/0&，Q>/)，K?;?AD，%$$(
!

"""""""""""""""""""""""""""""""""""""""""""""""""""""""""""""""
%$$( 2=.:/ M=JA/ ->B/



原子层（!"#"$%&’(），浸润层上面是一个 )’ 金字塔形

量子点 *量子点高为 !，底边长为 "，高宽比 # + ! , " *
金字塔形量子点的体积

$- + .
/ "0 !

+ .
/ "/ # *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取 $- + 123 #!/，但高宽比 #
可以自由变化 *

图 . 量子点几何模型

由于衬底材料的晶格常数 %45 与外延材料晶格

常数 %)’ 不同，使得异质外延量子点体系具有错配

应变或称本征应变

!!
&& +!!

’’ +!3 (（ )）*
这里假定界面上没有衬底与外延材料混合；坐标原点

位于 )’,45 界面中心 *错配应变!3 +（%45 6 %)’）,%45，

(（ )）是单位阶跃函数 *我们的理论分析基于量子点

体系的线弹性理论 *
异质外延体系生长过程的应变!*+ 是弹性应变

!’
*+ 与错配应变!!

*+ 之和，即

!*+ +!’
*+ 7!!

*+ （ *，+ + &，’，)）* （.）

应变!*+ 与位移 ,* 的关系为

!*+ + .
0
!,*

!&+
7!

,+

!&( )
*

* （0）

应力"*+ 与应变!*+ 的关系通过如下立方晶系的本构

方程表征：

"** +（-.. 6 -.0）!** 7 -.0!8，

"*+ + -11!*+ （ * ! +），
（/）

其中 -..，-.0，-11是弹性常数，流体静应变

!8 +!&& 7!’’ 7!)) *
表 . 给出了 45 和 )’ 的晶格常数与弹性常数值 *

表 . 45 和 )’ 的晶格常数与弹性常数［.9］

晶格常数,#! -.. ,.3..:% -.0 ,.3..:% -11 ,.3..:%

45 3;21/32 .;<2<1 3;</=1 3;>=2.

)’ 3;2<29 .;013 3;1./ 3;<9/

将方程（.）代入方程（/），得到

"*+ +"’
*+ 7"!

*+ ， （1）

其中弹性应力

"’
** +（-.. 6 -.0）!’

** 7 -.0!’
8，

"’
*+ + -11!’

*+ （ * ! +）*
（2）

这里

!’
! +!’

&& 7!’
’’ 7!’

)) ；

错配应力

"!
&& +"!

’’ +（-.. 7 -.0）!3 (（ )），

"!
)) + 0-.0!3 (（ )），

"!
*+ + 3 （ * ! +）*

（<）

不计体力时，量子点体系弹性变形的平衡方

程为

!"’
*+

!&+
+ 3， （>）

其中重复指标表示求和 * 边界条件是表面应力自

由，即

"*+.+ + 3* （9）

这里 ! +（ .& ，.’ ，.) ）是表面外法向单位矢量 * 由

方程（1）—（9），平衡方程和边界条件也可分别表

示为

!"*+

!&+
6 0-.0!3#（ )）#*) + 3； （=）

"’
&&.& 7"’

’’.’ 7"’
&).) + 6（-.. 7 -.0）!3 (（ )）.& ，

"’
’&.& 7"’

’’.’ 7"’
’).) + 6（-.. 7 -.0）!3 (（ )）.’ ，

"’
)&.& 7"’

)’.’ 7"’
)).) + 6 0-.0!3 (（ )）.) *

（.3）

这里#（ )）是 ?5(%@ 函数，#*+ 是 A("#’@B’( 记号 *
从力学效应看，方程（=）表明错配应变相当于在

界面施加了一个集中体力，而方程（.3）则表明错配

应变也相当于在量子点表面施加了一个弹性张力 *
这样，确定量子点应力、应变和应变能分布就归结为

在边界条件（.3）式下求解方程（>），或者在边界条件

（9）式下求解方程（=）*

/ *应力与应变分布

根据上述量子点几何模型、平衡方程和边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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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我们应用数值有限元方法，在量子点体积保持不

变（!"# $%&），即外延沉积在衬底 ’( 表面上 )* 的量

一定时，对不同高宽比金字塔形量子点的应力、应变

和应变能进行了系统详尽的计算分析 + 根据量子点

体系几何模型特征与材料的晶体结构特点，在有限

元计算中我们采用 , 节点六面体单元对模型进行网

格划分，共计有 --.-## 个单元，-/&00! 个节点，外延

部分网格划分较密，衬底部分网格划分从上而下逐

渐变疏，以满足计算要求 + 下面给出了高宽比 ! 为

#1-,（平衡形态）时的主要结果 +
图 / 是过量子点底面中心沿［-##］方向的应力

!"" 分布曲线，该应力的特征表现为压应力，其大小

沿着［-##］方向由浸润层的侧边界向里逐渐增大，在

量子点底部边缘处达到最大值，在量子点内部又逐

渐减弱 +

图 / 过量子点底面中心沿［-##］方向应力!""分布曲线

图 & 给出了过量子点底面中心沿［-##］方向的

应变""" 分布曲线，此应变的特征是压应变，其大小

沿着［-##］方向由浸润层的侧边界向里逐渐增大，

并在量子点 底 部 边 缘 处 达 到 最 大 值 后 向 里 减

弱，在靠近量子点顶点的下方附近，应变逐渐趋于

均匀 +
过坐标原点沿［##-］方向至量子点顶点正应力

!## 的分布曲线如图 ! 所示，其最大张应力出现在浸

润层的下表面，即衬底和浸润层的界面处，并且沿着

量子点的生长方向逐渐减弱，在量子点顶点附近转

变为压应力 +
从坐标原点处沿［##-］方向至量子点顶点正应

变"## 的分布曲线如图 " 所示，其最大张应变出现在

界面处，并沿量子点的生长方向逐渐减弱 +
从界面中心沿［##-］方向至量子点顶端应力!""

图 & 过量子点底面中心沿［-##］方向应变"""分布曲线

图 ! 过量子点顶点沿［##-］方向应力分布曲线

图 " 过量子点顶点沿［##-］方向应变分布曲线

与应变""" 的分布曲线如图 !、图 " 所示，由此可以看

出：在界面处的应力、应变较大，其特征分别是压应

力和压应变 +沿着量子点的生长方向，应力和应变的

变化趋势都是逐渐减弱的 +
通过对以上应变（应力）分布曲线的分析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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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我们可以看出，最大压应变（压应力）往往出现在

量子点侧边与浸润层的交界处 !这表明，由于应力集

中，位错往往容易在那里形核，产生错配位错并向里

运动 !
流体静应变

!" #!!! $!"" $!## ，

双轴应变

!% #!## &（!!! $!""）’(，

这两种应变对电子的势能曲线和光波的分立性以及

空穴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流体静应变和双

轴应变的分布趋势对研究量子点器件的光电性能是

非常重要的 !图 ) 给出了高宽比 $ # *+,- 时，过量子

点顶点沿［**,］方向流体静应变和双轴应变的分布 !
我们通过对不同高宽比的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不同高宽比的量子点，其流体静应变和双轴应变的

分布特征基本相同 !

图 ) 过量子点顶点沿［**,］方向流体静应变和双轴应变

. !相关能量与平衡形态

以 /0 模式外延生长的量子点，在外延生长的

初期是二维平面层状生长，随着外延薄膜厚度的增

加应变能积累越来越多，当薄膜厚度达到一定的尺

寸时就自发变成岛状生长，以释放应变能 !晶格错配

外延生长体系总应变能为

% 123456 # ,
(!

&
"’(!’( 7&

# ,
(!

&

（"8
’( $"9

’( ）（!8
’( $!9

’( ）7&

# %8 $ %9 $ %89， （,,）

其中

%8 # ,
(!

&
"8

’(!8
’( 7& （,(）

称之为错配应变能；

%9 # ,
(!

&
"9

’(!9
’( 7& （,:）

称之为弹性应变能；而我们将

%89 # ,
(!

&

（"8
’(!9

’( $"9
’(!8

’( ）7& （,.）

定义为错配与弹性的相互作用能，它等于错配应力

在相应的弹性应变做功与弹性应力在相应的错配应

变做功之和 ! 这里 & 为整个体系的体积，包括量子

点、浸润层和衬底 !
错配应变能 %8 仅与外延沉积材料量有关，与

形状无关 !容易得到

%8 #（),, $ ),(）!(
* &9，

其中 &9是外延沉积材料 ;9 的体积，),, 和 ),( 是其

弹性常数 !而弹性应变能、弹性与错配的相互作用能

随着高宽比的不同而变化，如图 < 和图 - 所示 !

图 < 弹性应变能 %9 和总应变能 %123456随高宽比 $ 的变化

弹性应变能开始随着高宽比的增大而减小，在

高宽比 $ 约为 *+,< 处达到最小值后逐渐增大；弹性

与错配的相互作用能是负值，这就意味着弹性与错

配的相互作用起着释放应变能的作用，且高宽比越

大，释 放 的 应 变 能 越 多 ! 图 < 还 给 出 了 总 应 变 能

% 123456与高宽比 $ 的关系曲线 !
从图 < 可以看出，应变能随着量子点高宽比的

增加而降低，即量子点的高宽比越大，应变弛豫掉的

应变能越大，相应地，其应变能越低 !这就表明，相比

于平面膜，应变能的降低是量子点形成的驱动力 !虽

..-. 物 理 学 报 =) 卷



图 ! 弹性与错配相互作用能 !"#随高宽比 " 的变化

然量子点的高宽比越大对于释放应变能越有利，然

而随着高宽比的增大，相应的量子点的表面能又随

着表面积的增大而增大 $因此，量子点的平衡形态应

该由系统的自由能 # 确定 $系统的自由能 # 为应变

能 ! %&’()*与表面能 ! %+’,之和，即

# - ! %&’()* . ! %+’, $ （/0）

这说明自由能表示了应变能与表面能的一种竞争平

衡关系 $
如果在浸润层上形成体积为 $1 的金字塔形量

子点，相比于外延平面膜，表面积的改变量（仅有外

延材料 2# 表面积的改变，其改变量是金字塔侧表

面积与底面积之差）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可表示为

（3$1）
453 " 6 453（ / . 7 "! 4 6 /）$这样表面能改变量 ! %+’,

与高宽比 " 的关系为

! %+’, -（3$1）
453 " 6453（ / . 7 "! 4 6 /）!，（/8）

其中!是表面能密度 $ 对于 2#，!值约为 4 9 /:6 7

;5<"4［/=］$
自由能与高宽比的关系如图 = 所示 $
从图 = 可以看出，自由能曲线在高宽比 " 约为

:>/! 处达到最小值 $这说明金字塔形量子点的平衡

形态（最小自由能）在体积为 70: *"3 的高宽比约为

:>/!，相当于量子点的底长为 4: *"，高为 3>0 *" 左

右 $这与实验观测到的结果基本一致［4:］$

图 = 自由能 # 与高宽比 " 的关系

0 $结 论

本文借助本征应变的概念首先建立了晶格错配

异质外延生长体系的弹性理论，用于研究半导体量

子点的生长机理 $量子点的平衡形态有较低的自由

能，因为它有较低的应变能，而且岛形态与扁平膜形

态之间的应变能之差足以抵消掉由于岛的产生而增

加的表面能 $对给定体积的量子点，存在一个高宽比

值可导致最低的系统自由能 $这表明对一个生长的

量子点，基于系统自由能最小，有可能预测量子点平

衡形态的高宽比 $对不同体积的量子点，它们的平衡

高宽比也不同，会随着体积的增大而增大 $
另外，本文也给出了量子点平衡形态时的应力、

应变、流体静应变与双轴应变分布 $这有助于进一步

研究量子点的光电性能 $
虽然本文研究的对象是 2#5?) 量子点，但所用

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遍性，也可用于研究其他晶格

错配异质外延生长的半导体量子点 $

［/］ @(,(’A ?，B)*C#’ D，E(F"G*A ?，H)G* I，I<J(,,’#F ;，@#*K L，

JM(’NG**#(+ ? /==8 %&’()&( !"# /30:
［4］ OM)PP)Q% ;，D("(&M D，RM(&&(<M(’F( O /==! *++, $ -./0 $ 1(22 $ "!

4:4:
［3］ D)" ?，IGM%#*) B，S’A&"(** I，I)<M#P S，;#P#* J，E(C#KM) I

/==! *++, $ -./0 $ 1(22 $ "$ =83
［7］ TMG+ U I，U(*K J L 4::7 *&23 -./0 $ %’) $ %$ 73:!（)* JM)*#%#）

［周旺民、王崇愚 4::7 物理学报 %$ 73:!］

［0］ R’+**#’ D 4::4 4(+ $ -"56 $ -./0 $ &% 4V
［8］ W+ I J，X#"YG L，?+C+Y) X，;(<GN) D 4::0 7 $ *++, $ -./0 $ ’(

:!3040
［V］ O’)#&G ; S，I(’YGZ [ 4::0 -./0 $ 4(8 $ R "! 4:07/4
［!］ HZ+’#<M#*%Y)) \ ]， ^#*(%M#Z \ ]， L(Y)"GZ \ [ 4::4

93)52(&.)5,56/ )$ V0
［=］ E()&#’) O，](P#*&)*G&&) @，I)KP)G _ 4::4 *++, $ %:"; $ %&’ $ )(( 7
［/:］ U#AP#’ 2，U(PC ;，B#%‘#A(P X，JM)PP( S，DG<M E /==! -./0 $

07!7! 期 蔡承宇等：2#5?) 半导体量子点的应变分布与平衡形态

Absent Image
File: 0



!"# ! $"%% ! !" "#$"
［%%］ &’()*+’ ,，-).’’ /，-+’0120’ & "33% & ! ’(() ! *+,- ! !# %%4%
［%"］ 56786 9，&’: ;，<20. = <，<’>>’2:?80 @ ;，A)0.B6 @ %44$ & !

’(() ! *+,- ! !$ "CD$
［%#］ @0E6BBF @ G，G8H0B? ; I，J2)K G @，L’IB’>>7 M 5 %444 & !

’(() ! *+,- ! !% "4N
［%D］ A+8) < O，<20. 9 ,，9+B0 , /，<20. A P "33Q .+/0 ! *+,- !

&’ %#%C
［%C］ RB02SS2? T，@0E68)??’ ,，=BUBSF6B @ %444 & ! ’(() ! *+,- ! !%

%4DC

［%Q］ P6)0E:200 O，9+6’?1B0 ;，=BEB01?8F V V，RW+6B6 ;，R’:SB6. G

%44C *+,- ! !"# ! $"%% ! () D3D#
［%N］ =’) / ,，X) R，9+B0 , /，G’0. G，<20. A P "333 & ! ’(() !

*+,- ! !! CD##
［%$］ GB0. A ;，A+B0. @ - "33D 1"2/340563%47 89%"7/9)（ RB’Y’0.：

9+B:’*2> Z0E)?167 56B??）（’0 9+’0B?B）［邓志杰、郑安生 "33D 半

导体材料（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4］ ;8+0?80 / T，J6B)0E = R %44N & ! ’(() ! *+,- ! !& Q3$%
［"3］ M2.>B?+2: G ;，9B6)>>8 O %443 *+,- ! !"# ! $"%% ! %) %4D#

!"# $%&’() *($%&(+,%(-) ’)* #.,(/(+&(,0 0-&1"-/-23 -4
5#*6( $#0(7-)*,7%-& .,’)%,0 *-%!

92’ 9+B0.[,) A+8) <20.[O’0\

（.4))":" 4; 8"3+90/39) 905 <)"3%7/39) <0:/0""7/0:，=+">/90: ?0/#"7-/%, 4; @"3+04)4:,，A90:B+46 #%33#"，.+/09）

（IB*B’FBE "% -B]1B:SB6 "33Q；6BF’?BE :20)?*6’]1 6B*B’FBE $ O26*+ "33N）

@S?162*1
T+B EB]B0EB0*B 8U 1812> ?162’0 B0B6.7 8U 2 ]762:’E2> ?B>U[2??B:S>BE PB^-’ ?B:’*80E)*186 _)201): E81 80 1+B 2?]B*1 621’8，

’? ’0FB?1’.21BE! T+B U6BB B0B6.7 *80?’?1’0. 8U 1+B ?162’0 B0B6.7 20E ?)6U2*B B0B6.7 ’? EBU’0BE，20E )?BE 18 ?1)E7 1+B B_)’>’S6’):
?+2]B 8U 1+B ?7?1B:?! T+B 6B?)>1? ?+8H 1+21 1+B ?162’0 B0B6.7 8U 1+B ?7?1B: EB*6B2?B? H’1+ 1+B ’0*6B2?’0. 2?]B*1 621’8，20E )0EB6
1+B 6B_)’6B:B01 8U :’0’:): 1812> U6BB B0B6.7，1+B _)201): E81 H’1+ 2 .’FB0 F8>):B H’>> 12(B 2 ]261’*)>26 +B’.+1[18[H’E1+ 2?]B*1
621’8，’ ! B ! 1+B B_)’>’S6’): 2?]B*1 621’8 ! OB20H+’>B，1+B E’?16’S)1’80? 8U 1+B ?16B??，+7E68?121’* ?162’0 20E S’2K’2> ?162’0 26B
]6B?B01BE! T+B?B *20 ?B6FB 2? 2 S2?’? U86 ’01B6]6B121’80 8U BK]B6’:B01? 80 ?162’0 ?B>U[2??B:S>BE _)201): E81? !

+,-./012：_)201): E81，?162’0 E’?16’S)1’80，U6BB B0B6.7，B_)’>’S6’): :86]+8>8.7
3455：Q""3，Q%C3;，Q$CC，$%Q39

!568YB*1 ?)]]861BE S7 1+B V21’802> V21)62> -*’B0*B J8)0E21’80 8U 9+’02（P6201 V8! 43%3%33D）!

\ 9866B?]80E’0. 2)1+86 ! M[:2’>：H20.:’0‘+8)a ?8+)! *8:

QD$D 物 理 学 报 CQ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