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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能带的调节是操控和探索电子物态的重要基础，而以人工的方式创造出晶格可以直接地实现对电子能带
的有效调控。在半导体系统上的两维人工晶格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工电子体系。通过在量子
阱表面制备周期性量子点阵列，对两维电子气施加人工势垒以模拟原子，可以实现半导体人工晶格，为
改变电子的能带结构和探索低维系统中的奇异电子行为提供新型的量子模拟平台。在本报告中，我将着
重介绍我们在基于半导体量子阱的人工晶格的实验进展，包括：实现半导体人工蜂窝晶格，通过共振非
弹性光散射观察到无质量狄拉克费米子[1]；进一步，制备反量子点三角点阵实现无序被抑制的半导体
人工蜂窝晶格，观察到电子相互作用行为及太赫兹自旋激子态[2]；然后通过栅极调控光致发光谱，揭
示了蜂窝晶格中布里渊区M点附近的电子平带，并观察到费米面附近电子平带的不稳定性[3]；在半导体
人工Kagome晶格的最新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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