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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技术研究所开发出混合金属卤化物高透明玻璃态闪烁屏

 闪烁材料是可被特种射线如X射线、γ射线、中子等激发产生紫外或可见光的功能材料，具备优异的辐射探测能力
，可用于石油资源勘探、医学影像、工业探伤等领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孙承华团队聚焦于钙钛矿等闪烁材料的合成、发光性能调控及其在X射线、γ射线、中
子、质子成像领域的研究并取得系列成果。其中，快中子射线具有更高的能量和极强的穿透能力，使其在检测大型和
高密度设备的内部结构和低密度缺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快中子照相技术的分辨率难以提升，是阻碍快中子成像技
术推广应用的瓶颈。

 近日，该团队通过一步无溶剂熔融淬火方法，开发出混合金属卤化物高透明玻璃态闪烁屏(BTPP)1.8(HTPP)0.2MnBr
4，将快中子成像的空间分辨率由2.56 lp mm-1提高到5 lp mm-1，为目前报道的最高数值。这一闪烁屏的透过率超过70
%，光致发光量子产率达85.54%，光输出是同等厚度ZnS(Ag):PP商用闪烁屏的3倍。温度依赖的X射线衍射、光致发光
和第一性原理分子动力学计算揭示了不透明多晶态和透明玻璃态之间的可逆转换机制，明晰了玻璃态的形成机制归因
于三苯基鏻的高空间位阻以及快速淬灭处理导致的分子随机排列冻结的共同作用。

 这一制备策略易于制备大面积闪烁屏，具备形状可控、韧性良好等特征，为替代传统快中子闪烁屏奠定了基础。同
时，上述工作提高了快中子成像的适用性，有望推进快中子成像在大型设备无损检测技术领域的发展。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等的支持。该工作由理化所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合作完成。

(BTPP)1.8(HTPP)0.2MnBr4透明闪烁屏的表征和结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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