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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芳教授團隊研究成果除了添加新功能外，自旋偏
振雷射還可提供更低的閾值電流並達到更高的發射強
度。然而，為了實現自旋極化的雷射，材料應具有緩
慢的自旋弛豫和高的自旋極化電流注入。這些嚴格的
要求迄今為止限制了自旋雷射的材料的選擇。在這研
究，我們展示可以通過使用新的自極化自旋機制來放
寬這些要求。 Fe3O4奈米顆粒與GaN奈米棒耦合，形成
特殊能帶結構，該結構引發具有相反自旋的電子的選
擇性電荷轉移。這個新的機制在沒有外部注入的情況
下，在發射極的能階中產生了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
電子之間的總體不平衡。利用這一原理，我們證明了
在0.35 T的低磁場下，室溫下自旋極化率高達28.2％的
GaN奈米棒的雷射。由於自旋選擇機製完全取決於氧
化鐵納米顆粒之間的相對能帶排列結構，並且既不需
要圓偏振光的激發，也不需要磁性電極的注入。因此
這個新的物理機制可以應用到很多種半導體自旋奈米
雷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