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6 卷  第  2 期
2025 年  2 月

Vol. 46 No. 2
Feb. , 2025

发 光 学 报
CHINESE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水相室温磷光碳点进展

张思凡 1， 梁亚川 1*， 刘凯凯 2*， 单崇新 2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2. 郑州大学  河南省金刚石光电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物理学院， 中原之光实验室，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室温磷光材料因其长的发光寿命特性而备受关注，特别适用于非实时激发领域。碳点作为一类新兴的

磷光材料，因其易制备、低毒性、成本低及良好的光学稳定性与可调的光学性能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兴趣。

本文总结了当前基于碳点的磷光材料取得的重要进展。首先，详细阐述了室温磷光的发光机制，解析了磷光

发射的能级结构。随后，分别阐述了固相和水相室温磷光碳点的合成策略以及调控方法。接着，重点介绍其

在信息加密、传感、照明与显示和生物医学方面的潜在应用。最后，讨论了水相室温磷光碳点目前面临的主要

挑战，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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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om-temperature phosphorescence （RTP） materials have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due to their 
prolonged luminescent lifetime， rendering them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non-instantaneous excitation applications.  
Carbon dots （CDs）， as an emerging class of RTP materials， have sparked widespread interest among researchers ow⁃
ing to their facile preparation， low toxicity， cost-effectiveness， excellent optical stability， and tunable optical proper⁃
ties.  In this review， we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 the pivotal advancements achieved in RTP CDs materials.  Ini⁃
tially， we delve into the luminescence mechanism of RTP， elucidating the energy level structure underlying phospho⁃
rescence emission.  Subsequently， we elaborate on the synthetic strategies and modulation methods for both solid-

phase and water-soluble RTP CDs.  Following this， we highlight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information encryp⁃
tion， sensing， lighting and display， as well as biomedicine.  Lastly， we discuss the primary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water-soluble RTP CDs and offer insights into futu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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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余辉材料作为一种具有长寿命发光的光学材

料，涵盖了室温磷光（Room temperature phospho⁃
rescence, RTP）、持续发光和热激活延迟荧光材

料。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能够在激发停止后持续发

光，这使其在信息安全、生物医学、化学传感、光电

器件等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1-3]。室温磷光

是指受激发的磷光材料经历不同多重态之间的转

变发出的光。具体来讲，三重态激发态电子（Tn）

回到单重态基态（S0）发光的光称之为磷光，而单

重态激发态（S1）转换为单重基态 S0发出的光子称

之为荧光 [1, 4-5]。目前，常见的 RTP 材料包括含稀土

元素掺杂的无机荧光粉、过渡金属有机配合物和

纯有机化合物以及有机无机杂化的碳点 [6-9]。然

而，含过渡金属和稀土元素的磷光材料存在成本

高、重金属毒性大的问题。同时，纯有机材料复杂

的合成、繁琐的纯化过程、较差的光学稳定性也限

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应用 [10-11]。因此，设计一种低成

本、无毒、易于制造和具有优异光学性能的新一代

RTP 材料是非常必要的。

相较于传统的磷光材料，碳点（Carbon dots, 
CDs）作为一种新兴的纳米发光材料，以其优异的

光学性能、可调的发光特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

水溶性，以及简便的制备工艺，在光学、生物医学、

信息防伪等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

景 [12-14]。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在室温磷光碳点领域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Zhao 等将碳点掺入聚乙烯

醇（PVA）基质中，实现了碳点长寿命磷光 [15]，这一

开创性的发现成为 RTP 碳点材料开发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随后，研究人员与 Liu 等一起探索了

用于分散 CDs 的各种刚性基质 [16]。相较于固态碳

点，水相磷光碳点在无背景生物成像领域具有无

法比拟的优势 [17]。然而，由于三重态电子寿命长，

易于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导致水相磷光碳点发

展较慢。2018 年，Zhou 团队提出了通过水分子在

碳点和氰尿酸之间构建氢键网络，旨在增强磷光

发射 [18]。后来，CDs@SiO2 制备成功且由于其优异

的磷光性能、小尺寸和水溶性，首次成功应用于生

物样品的实际成像 [19]。2020 年，我们团队通过在

有机微米棒中构建氢键网络，实现了水诱导的室

温超长磷光 [20]。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碳纳

米点嵌入到亲水性二氧化硅基质中，由于二氧化

硅的亲水性、对碳纳米点的限域效应以及与外界

环境的隔绝作用，成功实现了碳纳米点在水溶液

中的室温磷光发射 [21]。这一研究成果解决了水溶

液中磷光发射的难题，并首次应用于生物活体成

像的医学标记领域。水相磷光碳点的实现打破了

固态磷光材料的应用局限壁垒，成功地将磷光碳

点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了液态环境，为生物医学研

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此外，我们进一步开

发出基于能量转移的水相红色余辉碳点，展示了

其在时间门控体内余辉成像方面的潜力 [22]。后

来，进一步调整磷光范围，磷光覆盖大部分可见光

谱，范围为 400~700 nm，并证明了多色磷光碳点

在复杂发射背景下进行磷光柔性光学显示和生物

成像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23-24]。

本文从机制的角度描述了室温磷光碳点从固

相到水相的发展。首先，我们重点介绍了基于三

重态实现磷光的基本原理。系统分析了与三重激

子相关的关键光物理过程，阐明它们对效率和寿

命的影响。随后，讨论了固相碳点以及水相碳点

的合成设计及其性能调控。展望未来，我们总结

了室温磷光碳点材料在信息加密、光学传感、照明

与显示、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应用探索。最后，对磷

光碳点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并提出了当前

室温磷光碳点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2　碳点磷光发射机理

图 2（a）中所示的简化雅布隆斯基图描述了

碳点的关键光物理过程 :三重态激子的产生以及

三重态激子的辐射复合跃迁。在光激发作用下，

图 1　室温磷光碳点的优势与应用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s of 
RTP 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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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基态（S0）的分子被激发到单线态（Sn, n≥1），

根据 Kasha 规则单线态电子通过快速内转换（IC）
弛豫到最低单线态（S1）。然后，单线态电子会通

过三个竞争过程 :系间窜越（ISC）到三重态、非辐

射复合到 S0、辐射衰减到 S0。如果 S1 和 Tn 之间的

能隙足够小，Tn 处积累的三重态激子有可能通过

热激活的反向系间窜越（RISC）过程转移回 S1（这

种 RISC 过程是实现热活化延迟荧光的一种途

径，但延迟荧光现象并不限于该类型）。否则，较

高的三重态激子通过快速 IC 衰减到最低的三重

态（T1）。最后，T1 电子通过磷光跃迁、非辐射跃

迁通道或与氧和其他物质相互作用引起的扩散

猝灭过程失活到 S0[25-27]。因此，磷光效率（ΦP）和

寿命（τP）可表示为 :
Φ P = Φ ISC kP τP = Φ ISC[1 - ( knr + kq ) ] τP，（1）

Φ ISC = k ISC
kF + k IC + k ISC

， （2）
τP = 1

kP + knr + kq
， （3）

其中 ΦISC 为 ISC 的量子产率，k 为各过程相关的跃

迁速率，kF 为荧光衰减速率，kIC 为 IC 从 S1 到 S0 的
速率，kISC为 ISC 从 S1到 Tn的速率，kP为磷光衰减速

率，knr为三重态非辐射跃迁速率，kq为猝灭剂浓度

积分后 T1的总体猝灭速率。

一般来说，电子自旋和电子轨道的相互作用

简称自旋 -轨道耦合（SOC），会导致电子自旋翻转

跃迁，是实现 ISC 的主要驱动力，这对三重态激子

的产生和辐射湮灭有很大影响。根据 El-Sayed 规

则（图 2（b）），高效率的系间窜越发生在 1（n, π*）

到 3（π,π*）和 1（π,π*）到 3（n,π*）的跃迁过程中。然

而，从 1（n,π*）到 3（n,π*）或 1（π,π*）到 3（π,π*）跃迁的

ISC 由于轨道重叠较差，将导致低效率的 SOC。因

此 ，具 有 3（n, π*）构 型 的 T1 由 于 允 许 自 旋 翻 转

从 1（n,π*）到 1n2的跃迁，可以很容易地以高 kP变为

S0；而具有 3（π,π*）构型的 T1 由于禁止自旋翻转

从 3（π,π*）到 1π2的跃迁，其衰减速率极慢 [28-29]。

因此，要获得具有高 RTP 效率的碳点（ΦP），

应满足两个要求 :从最低单重态 S1 到三重态（Tn, 
n≥1）的有效系间窜越，以填充足够数量的三重态

激子。ISC 基于有效的 SOC，而有效的 SOC 可以通

过引入芳香族碳基卤素和具有孤对电子的杂原子

来实现。其次，抑制或减少 T1的非辐射跃迁和猝

灭过程，如结晶、聚合、基质刚性化等，以防止三重

态激子被外界环境（如氧气和湿度）猝灭 [30-32]。基

于以上对碳点的磷光机理分析，本文详细阐述了

促进磷光室温磷光的主要途径。

2. 1　自旋-轨道耦合

电子 S1↔T1或 T1↔S0的跃迁过程是自旋禁阻

的，在 T1 态的布居情况影响着磷光量子产率 [33]。

电子自旋态的混合需要磁相互作用，而不是电子

相互作用。重原子的近核磁场通过自旋 -轨道耦

合作用对分子的三线态和单线态产生微扰，使这

两个能级混合（图 3（a）），从而可能发生禁阻的单

线态-三线态吸收或者发射跃迁，增加了系间窜越

速率，提高了三线态分子的布居，磷光量子产率增

加 [34-36]。 这 就 是 重 原 子 效 应（Heavy atom effect, 
HAE）。这种作用的结果可以看作将一些单线态

特征混合到三线态中，或者将一些三线态特征混

合到单线态中。由于重原子效应，三线态可以直

接由 T1←S0吸收而布居。

图 2　（a）雅布隆斯基示意图；（b）El-Sayed 规则示意图

Fig.2　（a）Jablonski diagram. （b）El-Sayed rul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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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杂原子的掺杂可以在材料的晶格中引入不

同的电子构型和能级，这些变化可以显著影响材

料的电子结构和能带结构。具体来说，杂原子的

引入可能会打破原有材料的对称性，导致电子云

重新分布，进而增强 SOC 效应。同时，杂原子与

周围原子的轨道可能发生杂化，形成新的杂化轨

道。这种轨道杂化不仅改变了电子的波函数分

布，还可能增强电子的自旋 -轨道相互作用，从而

增加 SOC 的强度。在某些情况下，杂原子掺杂可

能导致电荷在材料中重新分布，形成电荷转移复

合物。这种电荷转移过程也可能影响 SOC 的强

度，因为电荷的重新分布会改变电子的自旋和轨

道状态，最终实现增强磷光的效果 [37-38]。

2. 2　电子自旋-核自旋超精细耦合

电子自旋 -核自旋超精细耦合（Hyperfine cou⁃
pling, HFC）是产生 T1态的另一重要途径。原子核

的自旋会影响其周围的磁场环境，进而与电子自

旋发生相互作用。HFC 正是指这一相互作用，并

且对弱的自由基离子对（RIP）而言，HFC 是 S→T
转换的主要途径。理论上，这些激子的小能隙或

零能隙有利于 1RIP 和 3RIP 激子之间的自旋交换

（图 3（b））。然后，内部核自旋磁场可以使两个不耦

合的电子-电子自旋之间发生转换，从而导致 HFC

促进了 ISC[39]。杂原子的掺杂一方面会改变碳点中

原子核的局部磁场环境，这种变化会影响核自旋的

取向和稳定性，从而影响电子自旋与核自旋之间的

超精细耦合作用；另一方面，掺杂杂原子会使电子

在跃迁过程中更容易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进而

增强电子自旋-核自旋超精细耦合效应[40]。

2. 3　调节能隙

如图 3（c）所示，通过缩窄单线态-三线态能级

差（ΔEST）可以加速 KISC。一种可能的策略是使用

供体-受体型分子在 ISC 过程中引入中间态。在单

线态和三重态中具有优势（π,π*）特性的有机芳香

分子通常具有较大的 ΔEST，因此具有较慢的 KISC。
在加入供体或受体亚基后，产生分子内电荷转移

态，作为最小化 ΔEST 的中间态，理论上加速了

KISC[41]。然而，当 ΔEST 值过小（例如小于 0. 37 eV）
时，可能会促进反向系间窜越（RISC）过程，更准

确地说是导致了一种非典型的或特定的荧光现

象，它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热活化延迟荧光（荧光的

延迟出现并非仅由热活化 RISC 引起，还可能涉及

其他机制）。这可能会使三重态激子失活，从而对

RTP 发射产生负面影响。在许多室温磷光碳点

中，RTP 和热激活延迟荧光共存，并且它们的比例

可以调节 [42]。

图 3　（a）系间窜越（ISC）示意图；（b）超精细耦合（HFC）示意图；（c）调节能隙示意图；（d）刚性化效应示意图

Fig.3　（a）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system crossing （ISC）. （b）Schematic diagram of hyperfine coupling （HFC）. （c）Schematic 
diagram of adjusting energy gap. （d）Schematic diagram of rigidit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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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刚性化效应

刚性化效应，即能够限制受激分子运动或其

他化学键振动，从而减弱非辐射跃迁过程的分子

环境 [43]。为了实现高效率的 RTP，已经开发了各

种各样的刚性基质（图 3（d）），包括有机基质（尿

素/缩二脲、环糊精、三聚氰胺和氰尿酸）、无机基

质（硼酸、硅凝胶、二氧化硅、氧化铝、层状双氢氧

化物和沸石）以及聚合物（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

乙烯醇）。刚性基质的合理选择是实现高效 RTP
的关键 [44]。

3　室温磷光碳点的合成及性能调控

正如上文所述，实现 RTP 的方法主要分为两

类。一种方法是利用晶体或基质来限制分子的旋

转和振动，从而获得室温磷光碳点。获得这些材

料的典型方法是将碳点嵌入聚氨酯、二氧化硅、聚

乙烯醇、尿素和双缩脲中，或者嵌入 NaCl 晶体、沸

石框架、层状双氢氧化物（LDH）、纳米粘土等具有

特定结构和性质的晶体或纳米材料中。另一种途

径是通过引入杂原子（N、B、P、F 等）来促进有效

的系间窜越（ISC），从而获得室温磷光碳点 [45]。固

相磷光碳点相关内容见补充文件。

3. 1　水相室温磷光碳点

由于磷光很容易被水环境和溶解氧猝灭，大

多数基于室温磷光的碳点材料都局限于固态，限

制了磷光的应用。研究人员试图实现水相室温磷

光碳点材料。然而，水相室温磷光碳点材料的磷

光寿命过短或发光效率较低，这阻碍了其实际应

用。因此，综述水相室温磷光碳点对深入探索实

现水相室温磷光碳点的原因是十分有意义的。

3. 1. 1　基质刚性化

与固态碳点相同，基质的合理选择对于实现

高效的水相室温磷光碳点至关重要 [43]，SiO2、三聚

氰胺（MA）、三聚氰酸（CA）和树枝状介孔二氧化

硅纳米颗粒（DMSN）[46]都是良好的水相室温磷光

碳点的基质。2018 年，Zhou 等提出了利用水分子

在 CD 和氰尿酸（CA）之间构建氢键网络，旨在增

强磷光发射（图 4（a））[18]。CD-CA 悬浮液表现出较

高的磷光寿命（687 ms），并基于其可见磷光成功

应用于离子检测。我们团队通过在碳基微米棒与

水分子之间构筑氢键网络，实现了水诱导的磷光

增强与寿命提高（图 4（b））[20]。与弱氢键相互作用

相比，共价键固定具有更高的键能，共价键相互作

用可以取代氢键相互作用来保护三重态激子，稳

定碳点在水溶液中的长寿命发光 [35, 47-48]。后来，我

们团队又通过将 CNDs 包裹在二氧化硅包封层中

制 备 了 超 长 水 相 磷 光 CNDs（WSP-CNDs@sili⁃
ca）[21]，CNDs 被限制在纳米空间内，与水分散体中

的环境氧隔绝，限制了 CNDs 中共价键的运动。

所得 WSP-CNDs@silica 的寿命和磷光量子产率分

别为 1. 86 s和 11. 6%。另外，Liao等制备了具有均

匀形态和窄尺寸分布的 CDs@DMSNs 材料（图

4（c））[49]，DMSNs 的介孔结构在空间上有效地限制

了 CDs，并且 CDs 在 DMSNs 的封闭腔中的共价固

定抑制了它们的分子振动。共价锚定在 DMSNs
限制性纳米通道中的 CDs 可以保护 CDs 的三重态

激子不受溶解氧的影响，在多重约束下成功实现

了水相 RTP。 CDs@DMSNs 材料在水溶液中的

RTP 量子产率达到 15. 99%，可观测的余辉持续时

间长达 9 s。

图 4　（a）制备 CD 和 CD-CA 系统示意图［18］；（b）OMR 合成示意图［20］；（c）CD@DMSN 一锅制备工艺示意图［49］

Fig.4　（a）Schematic diagram for preparing CD and CD-CA systems［18］. （b）Schematic illustration for synthesis of the OMR［20］. 
（c）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one-pot preparation process of water-phase RTP CDs@DMSNs nanobeads［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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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主客体络合

与氢键作用和共价键作用不同的是，主客体

络合所产生的相互作用是一种特殊的非共价键

形式，涉及两个或多个非共价键的协同作用（如

静电相互作用、氢键作用、供 -受电子相互作用和

亲疏水相互作用等）。在主客体复合体中，非共

价键位点汇聚的分子或离子被定义为主体，非共

价位点分开的分子或离子则称为客体，客体分子

或离子一般插入到主体分子内腔里。这种作用

通常是可逆的，且主体分子通常对特定的客体分

子或离子具有选择性识别能力 [50-51]。此外，主客

体络合可以为客体荧光粉的结构刚性提供合适

的宿主环境，同时避免可能导致自猝灭过程的高

浓度。当客体荧光粉浓度过大时，两个发光中心

之间的距离减小，产生的能量会在不同的发光中

心之间发生传递。电子跃迁产生的能量来不及

以光的形式释放就被下一个激活离子或染料分

子吸收，导致发光强度下降。通过主客体络合，

可以将客体荧光粉分散在宿主分子中，从而降低

其局部浓度，避免浓度猝灭现象的发生 [52]。通常，

具有多孔性或空腔结构、良好化学稳定性和可调

性的主体基质材料，以及具有匹配尺寸和形状、

适当表面官能团和优异光学性能的碳点，在适当

的溶剂、温度和浓度条件下，可以形成稳定的主

客体络合物 [53-54]。Zhou 等提出了一种原位主客体

策略，通过一锅法热解 CA 合成 CNDs@CA 主客体

络合材料（图 5（a）），磷光量子产率高达 26. 89%，

寿命为 951. 25 ms[55]。Li 等原位制备了具有多色

荧光和磷光的 CDs 复合材料，通过 CDs 与沸石之

间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有效地稳定了 CDs 的磷光

三重态（图 5（b））。CDs 与沸石之间的主客体相

互作用稳定了 CDs 的三重态激发态，导致长寿命

的余辉发射。此外，沸石基质具有独特的孔隙结

构和优异的稳定性，通过温控煅烧来限制 CDs 的
表面氧化和碳芯尺寸，从而在固体和水溶液中实

现可调的 RTP 性能 [56]。

3. 1. 3　强交联

可交联反应物用作前驱体，经过碳化和交联

过程可以生成碳点。与传统的碳点相比，碳点的

交联聚合物/碳框架可以有效地固定 T1。Yang 等

使用二胺和多酸作为前驱体，通过一步水热处理

制备了 CPD，并且提出了交联增强发射（CEE）效

应作为 RTP 机制 [57]。CEE 效应对 RTP 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多功能前驱体的羟基、

图  5　（a）CNDs@CA 制造过程示意图［55］；（b）焙烧控制制备具有多色荧光和磷光的 CDs@RHO 复合材料示意图［56］

Fig.5　（a）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of CNDs@CA［55］. （b）Schematic ilustration of calcination-controlled 
fabrication of CDs@RHO composites with multicolor fluorescence and phosphorescence［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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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和羧基缩合形成共价交联骨架，从而抑制非

辐射跃迁。其次，交联缩短了官能团之间的距离，

导致电子云的丰富重叠，从而产生新的发光结构。

第三，氢键导致聚合物链的高构象刚度，这阻碍了

分子旋转和振动并促进了辐射跃迁过程。后来，

该 团 队 聚 合 了 丙 烯 酸（AA）和 甲 基 丙 烯 酸

（AACH3），然后通过水热法以获得的共聚物和乙

二胺（EDA）合成 CPD。CPDsCH3-1 粉末由于不存

在疏水性甲基，在所有 CPD 样品中表现出最佳的

水溶性和最强的发射以及长达 902. 99 ms 的寿

命 [58]。此外，碳点可以通过分子间相互作用形成

紧凑的交联三维网络框架，该网络框架可以对碳

点磷光发射中心施加空间限制，限制分子运动并

将其与各种外部猝灭剂隔离，从而防止磷光猝灭。

Gao 等以 CDs 和三聚氰胺为前驱体，由 CDs 和三

聚氰胺之间的氢键相互作用形成的超分子框架中

来合成 M-CDs[59]。除了将 CDs 锁定在网络框架中

外，该网络还通过氢键捕获周围的水分子，形成结

合水，从而增强 CDs 与水环境的相容性并稳定三

重态。此外，CDs 之间共价键的存在和少量的三

聚氰胺进一步稳定了氢键框架和三重态，实现了

水溶 RTP 碳点。

3. 2　水相碳点室温磷光性能调节

3. 2. 1　波长调控

RTP 的发射波长是实际应用中的一个重要参

数，划定了其应用范围。因此，需要探索在水环境

中开发用于高灵敏度、高分辨率生物医学分析的

长波长室温磷光碳点的新策略 [60-61]。Föster共振能

量转移（FRET）是最常用的方法。我们团队通过

将 CNDs 作为能量供体，将罗丹明 B（RhB）作为能

量受体嵌入亲水二氧化硅中，获得了具有红色余

辉的纳米复合材料 CNDs-RhB@ silica[22]。CNDs 发
射的磷光与 RhB 的吸收之间存在较大的光谱重

叠，保证了有效的 FRET 过程（图 6（a））。因此，

CNDs 发出的磷光光子的能量可以通过 FRET 过

程转移到 RhB，从而在水溶液中产生红色磷光。

之后，我们团队将磷光覆盖大部分可见光谱，范围

为 400~700 nm[23]。在水溶液中，CND 呈现蓝色、

绿色和红色磷光，分别持续约 6，10，7 s。相应地，

磷光量子产率分别为 11. 85%、8. 6% 和 3. 56%，

肉眼很容易辨别，为实际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 6（b））。此外，将光致发光特性不同的碳点嵌

入到同一基质中以获得较宽的 RTP 发射波长是

一种方便的通用策略 [62-63]。Yang 等通过将一系列

使用不同前驱体合成的 CDs嵌入到 CA 基质中，在

固体和水环境中实现了全色室温磷光碳点材

料 [64]。CDs@CA 复合材料中的刚性氢键网络可以

有效地隔离氧以抑制非辐射跃迁。 Zhang 等利

用邻苯二胺（OPD）作为唯一的磷光发射体，通过

在同一过程中仅更换溶剂制备了 B-CD@SiO2、
G-CD@SiO2、Y-CD@SiO2 和 R-CD@SiO2 四种类型

的复合材料 [44]。在室温下，四种材料最强的发射

带分别位于 465 nm、500 nm、580 nm 和 440 nm 处，

都显示出激发依赖性。

3. 2. 2　寿命调控

合理选择刚性基质对于实现长寿命磷光非常

重要，Sun 等通过构建具有多重约束效应的材料

CDs@SiO2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该材料具有惊人的

5. 72 s 的寿命和 21. 30% 的高磷光量子产率 [17]。

而我们团队通过改变碳化时间获得了一系列不

同寿命的 CDs（图 7）。 CDs 的生命周期可以在

130 s 时达到最大值，并且寿命随着碳化时间的不

断增加而缩短 [21]。此外，Feng 等提出了一种简单

的一步水热法，通过将聚合物碳点（PCD）限制在

图  6　（a）CNDs和 CNDs-RhB@silica 的余辉机制［22］；（b）样品Ⅰ~Ⅹ在阳光和紫外线照射下的图像［23］

Fig.6　（a）Afterglow mechanism of the CNDs and the CNDs-RhB@silica nanocomposite［22］. （b）Image of sample Ⅰ - Ⅹ under 
sunlight and ultraviolet radiatio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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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纳米球（SNS）中，仅以正硅酸四乙酯为

原料，有效地促进水相中的 RTP 发射。聚合物碳

点 -二氧化硅纳米球复合材料（PCD-SNS）在环境

温度和大气下表现出长达 2. 19 s、肉眼近 9 s 的超

长寿命 [65]。

4　应 用

基于前文提到的水相室温磷光碳点的独特特

性，例如延长发射寿命、可调发射波长和无细胞毒

性，其在信息加密、传感、照明与显示以及生物成

像方面显示出广泛的潜在应用（表 S1）。其中信

息加密及照明与显示的相关内容见补充文件。

4. 1　传感

室温磷光碳点尤其是水相室温磷光碳点具有

较高的环境敏感性，因此在传感领域具有很大的

应用前景。当室温磷光碳点与被测物质接触时，

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如化学键合、能量传

递或电子转移等。这些相互作用会改变碳点的发

光性质，如发光强度、光谱特征或磷光寿命等。通

过检测这些发光性质的变化，可以实现对被测物

质的定量分析或定性识别。此外，磷光检测避免

了短寿命散射光或荧光背景的干扰，在复杂介质

中提供了更高的信噪比和检测灵敏度 [66]。

Zhou等通过引入多种合理设计的氢键相互作

用，在水溶液中开发了高效的室温磷光碳点[18]，

CDs的悬浮液可用作检测 Fe3+的传感器（图 8（a））。

随着 Fe3+浓度的增加，磷光强度逐渐降低。良好

的线性关系范围为 0. 1~0. 8 mmol/L，相关系数

（R2）达到 0. 989 1，根据标准偏差的三倍规则计算

出检测限为 32 μmol/L。此外，水相室温磷光碳点

可以与生物标志物结合，通过检测碳点发光性质

的变化来识别和分析生物标志物。Yang 等利用

蓝色长寿命 CDs@CA 余辉材料检测 5-羟基吲哚 - 
3-乙酸（HIAA）[64]。如图 8（b）所示，随着 HIAA 浓

度的增加，CDs@CA 的磷光猝灭效应明显。在 0~
0. 2 mmol/L 的较低浓度下，线性相关性可拟合为

I0/I1=18. 838+61. 29[C] （R2=0. 999 5），LOD 估计为

5. 61 nmol/L。Zheng 等利用 m,p/CDs-ME 的长寿命

可见光激发 RTP 特性开发了一种高灵敏度的多

巴胺检测方法 [67]。实验表明，多巴胺对 m,p/CDs-

ME 悬浮液中的磷光进行选择性猝灭，其线性相

图 7　CND-1、CND-2 和  CND-3 在 UV 打开和关闭情况下

的照片［21］

Fig.7　The photographs of the CND-1， CND-2 and CND-3 
（powder） with UV on and UV off［21］

图 8　（a）使用不同计算浓度的 Fe3+的 CD 悬浮液的磷光光谱［18］；（b）增量添加 HIAA 后 m，p-CDs@CA 悬浮液的磷光发射光

谱［64］；（c）不同多巴胺浓度下 m，p/CDs-ME 悬浮液的 Stern-Volmer 图［67］；（d）不同 pH 值下涂布在纸上的 P-CDs 的磷光

光谱以及磷光强度与 pH 值的关系［68］

Fig.8　（a）Phosphorescence spectra of CD suspensions with various calculated concentrations of Fe3+［18］. （b）Phosphorescence 
emission spectra of m，p-CDs@CA suspension upon incremental addition of HIAA［64］. （c）Stern-Volmer plot of m，p/CDs-

ME suspension in different dopamine concentrations［67］. （d）Phosphorescence spectra of P-CDs coated on paper for differ⁃
ent pH values and plot of the phosphorescence intensity［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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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性 在 0~0. 04 mmol/L 范 围 内 为 I0/I=1. 077+
52. 447[C] （R2=0. 997 1），检测限为 0. 18 μmol/L
（图 8（c））。室温磷光碳点的发光性质对 pH 值敏

感，通过监测碳点在不同 pH 值下的发光变化，可

以实现对溶液 pH 值的准确测量。Yang 等将制备

的 N 和 P 共掺杂室温磷光碳点溶于超纯水中 [68]，随

着 pH 值的增加，涂在纸上的 CDs 的磷光强度逐渐

降低，在 2. 29~13. 55 的 pH 范围内实现了更宽的

线性响应，表明 CDs 可能是一种很好的 pH 传感器

（图 8（d））。

4. 2　生物医学

水相室温磷光碳点材料表现出优异的生物相

容性、低细胞毒性和小尺寸，再加上出色的细胞穿

透能力，使其非常适合生物应用。

Wu 等制备了一系列 N 掺杂室温磷光碳点，发

现它们的光氧化活性与其磷光量子产率密切相

关 [69]，随后进一步探索了 CDs 用于光动力抗菌化

疗。如图 9（a）所示，CDs 抗菌效果远优于分子光

敏剂 PB。我们团队利用 WSP-CNDs@silica 作为

磷光显像剂，在体内成像系统中进行了余辉成像，

并以生物发光模式记录图像 [21]。如图 9（b）所示，

在小鼠背区皮下注射 WSP-CNDs@silica，用紫外

光原位激活发光 CNDs 1 min。当紫外光关闭后，

WSP-CNDs@silica 的磷光信号很容易被检测到。

室温磷光碳点在水溶液中主要发出蓝色和绿色磷

光，这对于生物成像应用来说并不理想，允许深穿

透的长波长 RTP 发射是生物成像中更有利的磷

光形式。我们团队利用低毒性、长寿命、大穿透性

的 CNDs-RhB@silica 纳米复合材料进行了体内余

辉成像[22]。如图 9（c）所示 ,将 CNDs-RhB@ silica 水

溶液注射到小鼠体内，CNDs-RhB@silica 在紫外灯

下原位照射 5 s，小鼠表现出强烈的自身荧光，无法

区分 CNDs-RhB@silica标记的区域。停止激发后，

可清晰观察到 CNDs-RhB@silica 的红色余辉发射

信号。Pan 等设计了带有 NIR 磷光 CD 的 NIR 发射

声敏剂[70]。CDs 材料具有较窄的带隙（1. 62 eV）和

长寿命的激发三重态（11. 4 μs），这是在低强度超

声照射下增强声动力疗法（SDT）的有利因素。如

图 9（d）所示，实体瘤可以通过单次注射和单次照

射完全根除。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综述了水相室温磷光碳点的研究进展，

讨论了 RTP 发光机理，总结了水相室温磷光碳点

的几种制备策略，如杂原子掺杂、刚性基质、主客

体络合和交联。这四种形式有效地增强了三重态

激子的稳定性，抑制了它们的三重态非辐射跃迁，

使碳点实现强大而稳定的 RTP 发射。此外，本文

图 9　（a）在不同条件下用 CDs 和 PB 处理细菌培养物［69］；（b）活小鼠中 WSP-CNDs@silica 磷光的原位激活和检测［21］；（c）
CNDs-RhB@silica 在活体小鼠中原位激活与余辉检测示意图，以及皮下植入不同浓度 CNDs-RhB@silica 的小鼠体内

荧光和磷光图像［22］；（d） p-n-CD@143B 主要组织和肿瘤的离体 NIR 成像［70］

Fig.9　（a）Treating bacterial cultures with CDs and PB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69］. （b）In live mice WSP-CNDs@silica in situ 
activation and detection of phosphorescence［21］. （c）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in situ activation and detection of afterglow of 
the CNDs-RhB@silica in living mice and in vivo fluorescence and phosphorescence images of mice with the subcutaneous 
implantation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CNDs-RhB@silica［22］. （d）Ex vivo NIR imaging of major tissues and tumors with 
p-n-CD@143B［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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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总结了调节 RTP 性能的方法，重点关注发射波

长和寿命等方面。最后，详细介绍了室温磷光碳

点在信息加密、传感、照明与显示、生物医学等领

域的应用前景。

目前，室温磷光碳点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逐步实现从固态磷光碳点到水相磷光碳点的过

渡，打破了此前科学界对三重态激子在水中无法

发光的认知，并且在多个场景中显示出明显的优

势。然而，碳点固有的结构复杂性、前驱体的多样

性以及合成条件的多样化，给水相室温磷光碳点

的开发带来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和挑战。水相磷

光碳点的研究涉及物理、化学乃至生物等多个学

科的交叉，仍需要对其进行更全面、系统和深入的

研究：

（1）水相室温磷光碳点的磷光颜色主要集中

在绿色和黄色。考虑到碳点前驱体的多样性，选

取超共轭前驱体或超分子组装进行表面修饰可能

是磷光颜色调控的可行方法。尽管已经报道了多

色水相室温磷光碳点，但有效的红色和近红外磷

光的报道依然有限。同时，水相室温磷光碳点的

激发光集中在紫外范围内，紫外光破坏性大，穿透

率低，在生物成像应用领域受限，发展可见光或 X
射线激发是十分必要的。

（2）目前，水相室温磷光碳点的大规模制备和

重要应用出口的拓展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通过

结合理论计算和机器学习，探索大规模合成高质

量的室温磷光碳点，并进一步探索与拓展其在信

息加密、发光器件、生物成像等领域的应用，将有

助于尽快形成水相磷光碳点的优势应用领域。

（3）具有动态磷光和多刺激响应的水相室温

磷光碳点材料虽已有报道，但仍然相对较少。发

展光、电、热、力、氧、溶剂、超声刺激响应下的磷光

碳点，将有助于拓展磷光碳点在传感和探测领域

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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