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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发光材料因其在光电器件、生物影像、生物与化学传感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受到人们的

广泛关注。传统发光化合物多具有大的共轭结构单元，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某些不含传

统生色团的化合物，如淀粉、纤维素、聚乙烯亚胺（PEI）、聚丙烯腈等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

光。
【1】

对这些非典型生色团发光化合物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基础研究意义，而且有望获得

新的应用。目前，对这些化合物发光机理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许多解释都不能应用于其

他体系；即便对同一体系，人们也存在不同看法。我们发现大米等天然化合物能够发光，进

一步检测淀粉、纤维素、糖类等化合物，发现其稀溶液不发光，但在固态却能发光，在此基

础上，我们提出非典型生色团的簇聚及电子云共享来解释此类化合物的发光。【2】簇聚基团作

为真正的发光源，其形成和构象刚硬化对发光至关重要。后续对聚丙烯腈（PAN）研究进一

步证明了“簇聚诱导发光（Clustering-Triggered Emission）”机理的合理性。
【3】

簇聚及其

带来的电子云共享使整个体系的共轭扩展、电子离域程度增加，从而易于受激发射。 同时，

电子云共享使化合物构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刚硬化，在聚集状态（如固态粉末、薄膜）下，

簇聚生色团的构象刚硬化程度进一步增加，从而发光增强。这一簇聚诱导发光机理不仅合理

解释了我们的体系，也可扩展至其他体系，同时我们相信其可用来指导对非典型生色团化合

物的自由设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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