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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简介:

金属-氧簇超分子复合物自组装及功能化

无机金属-氧簇是指多个金属/非金属离子酸根通过缩合形成的一类结构和形态明确，化学组成清楚的纳米尺

度无机大阴离子，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特性和生物功能性。然而，由于簇表面直接化学修饰的限制，其功能难以

得到更有效利用。而以这类无机硬粒子作为自组装结构基元，不仅能够从多方面解决无机簇的功能应用瓶颈，也

为建立新的构筑基元体系提供了契机。为此，我们将具有刚性无机核（多金属氧簇阴离子）与柔性有机壳（含有

烷基链的表面活性剂阳离子）通过离子相互作用获得超分子复合物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类具有独特结构和自适应性

质的新的构筑基元体系，系统的研究了各种条件下的组装原理与组装过程。围绕该类构筑基元，我们建立了如何

将多金属氧簇引入到软物质体系中的方法，获得了动态响应的功能组装体系，发现了将组装结构应用到功能材料

中的有效途径，实现了软材料中无机金属氧簇的结构与功能协同。已开展的研究工作包括：超分子复合物有机相

中的自组装结构与组装原理、表面图案化自组装、杂化超分子液晶、发光有机聚合物和光致变色二氧化硅膜、以

及协同超分子催化。通过组装基元设计调控分子间作用力，获得了超分子凝胶、温敏聚合物；通过组装体的刺激

响应和可逆结构与形态变化，实现了组装体的手性、光致和电致变色性、催化和磁性等功能调控；通过表面相容

性修饰，获得了磁共振和荧光双成像并实现药物负载和光热可控释放；利用静电作用构建了网络组装结构并将其

用于精确纳米尺度粒子分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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