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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量子精密测量作为基于量子力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精密测量技术，正成为各学科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此处所谓的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一层含义是指以金刚石中的一类点缺陷———氮－空位色心
单自旋为量子信息载体，通过光探测磁共振方式对其进行检测；另一层面是指通过微波射频的操控
将氮－空位色心单自旋制备成量子传感器，实现高灵敏度高空间分辨率的微观磁共振，甚至可以达
到对单电子／单核自旋检测的水平．这一技术用量子传感代替电学探测模式，将传统磁共振的检测
能力在空间上从毫米推进到纳米尺度，分子数从数十亿推进到单个分子水平．基于氮－空位色心的
量子精密测量技术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正在被应用于二维材料磁性研究、超导、单分子结构、单
细胞磁检测等方向，有望为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甚至医学等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本文首先介
绍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接着着重介绍本课题组近年基于氮－空位色心的量子精
密测量相关实验研究，包括单分子顺磁共振、纳米核磁共振、基础物理等方面的相关进展及未来研
究展望．
关键词：量子精密测量；氮－空位色心；量子传感器；单自旋；微观磁共振
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２７７８．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１

引用格式：程春阳，张琪，石发展．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基于钻石量子传感器的微观磁共振［Ｊ］．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４９（１１）：８６１－８７２．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Ｑｉ，ＳＨＩ　Ｆａｚｈａｎ．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ｓｅｎｓ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４９（１１）：８６１－８７２．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Ｑｉ，ＳＨＩ　Ｆａｚｈａｎ



特
约
评
述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Ｈｅｆｅ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２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ｔｗｏ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ｕｓ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ｖａｃａｎｃｙ（ＮＶ）ｃｅｎｔｅｒ，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ｏｉｎｔ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ＭＲ）．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ＮＶ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ｅｎｓ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ｐ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ｉ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ｕｓｈｉｎｇ　ＭＲ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ｒｏｓｃａｌｅ　ｔｏ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ｂｉｌｌ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ｌｅｖｅｌ．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Ｖ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ｅｌ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ＭＲ，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ｏｒｋ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Ａ　ｂｒｉｅ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ｐａｒ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ｖａｃａｎ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ｅｎｓｏｒ；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０　引言
几百年来，人们为了研究物质的本质，从细胞到

分子到原子，不断朝向微观世界探索，为现代科学奠
定了基础．费曼在演讲《底部还有很大空间》中说到：
“物理学规律不排除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制造物品
的可能性”，“当我们能够在细微尺寸上对物体加以
控制的时候，我们获得物性的范围也将得到极大扩
充”［１］．要实现这个理想，精密的测量和操控技术必
不可少．Ｘ射线晶体衍射技术、电子显微镜、扫描隧
道显微镜等应运而生，使人们可以在单分子甚至单
原子水平上对物质进行观察和操控．

本文主要讲述的是新兴的微观磁共振技术．磁
共振技术的鲜明特色是对被研究对象没有苛刻的要
求，在室温、溶液甚至活体中都可以进行，其能够准
确、快速和无破坏地获取物质的组成和结构信息．正
是这些优势使得磁共振谱学和磁共振成像已经分别
成为结构生物学和医学临床应用的主要手段之一．
当前通用的磁共振谱仪受制于电学的探测方式，其
研究对象通常为数十亿个分子，成像分辨率仅为毫
米量级，无法观测到单个分子的独特信息．此前的研
究显示，基于钻石的新型磁共振技术则既能保留磁
共振的优势，同时又能将研究对象推进到单分子，成

像分辨率提升至纳米量级．此微观磁共振技术是以
钻石中的氮－空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ｖａｃａｎｃｙ，ＮＶ）色心为量
子传感器，实现对单分子单自旋的磁共振检测，其磁
探测的空间分辨率可达纳米量级．

金刚石中的ＮＶ色心是目前最成功的单自旋磁
共振体系之一．其在室温下有毫秒量级的相干时间，
并且可以通过光探测磁共振的方式进行自旋的极
化、操控和读出，使得ＮＶ色心成为实现量子计算和
量子精密测量的重要平台．对单个金刚石 ＮＶ色心
的磁共振谱学检测要追溯到２０年前［５］，经过近７年
的积累，才在实验上实现对 ＮＶ 单自旋的量子操
控［６］，这些奠定了ＮＶ色心用作量子精密测量的技
术基础．将ＮＶ色心用作磁量子传感器实现高灵敏
度高空间分辨的磁探测则是１０年前才由德国的

Ｗｒａｃｈｔｒｕｐ和美国的Ｌｕｋｉｎ组同时提出［７－９］，又经过
近５年的努力，两篇《科学》的实验文章［１０－１１］同时分
别实现了５ｎｍ和２４ｎｍ尺度的质子核磁共振，开启
了基于金刚石ＮＶ量子传感器进行微观磁共振广泛
研究的序幕．同年和接下来的几年间，一系列相关科
研成果涌现，包括：趋磁细菌的磁共振成像［１２］；活细
胞中的温度探测［１３］；高分辨率磁畴成像［１４］；约翰逊
噪声的探测［１５］；室温大气环境中单分子顺磁共振
谱［１６］及核磁共振谱［１７］被中国及美国研究组相继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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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二维材料的磁共振探测［１８］．近期的四项工
作［１９－２２］又把微观磁共振谱学分辨率提升到１Ｈｚ甚
至更好的水平．

总之，金刚石ＮＶ量子传感器在微观磁共振领
域体现出独特的优势．此外，其还对温度和电场信号
敏感，只是应用领域的拓展还不像磁这么广泛．其正
在为物理、化学、材料、生命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新技
术、新方法的支撑．

１　ＮＶ色心

１．１　原子结构和荧光的自旋依赖性质
ＮＶ色心是金刚石晶格中的一种点缺陷，由一

个替位的氮原子和一个邻位的空穴组成（图１（ａ）），
形成Ｃ３Ｖ对称结构．ＮＶ色心通常处于电中性ＮＶ０或
负电性 ＮＶ－ 状态，本文中说的 ＮＶ 色心皆指的
是ＮＶ－．

图１　ＮＶ色心

Ｆｉｇ．１　ＮＶ　ｃｅｎｔｅｒ

　　ＮＶ色心的未成对电子构成了自旋三重态－单
态体系，基态３　Ａ２ 和第一激发态３Ｅ都是自旋三重
态，能级差１．９４５ｅＶ，基态ｍＳ ＝０和ｍＳ ＝±１之间
有２．８７ＧＨｚ的零场劈裂，另有１　Ａ１ 和１Ｅ两个中间的
暗态［２３］（图１（ｂ））．在激光照射下，ＮＶ基态处于ｍＳ

＝０和ｍＳ＝±１所产生的荧光强度是不同的．基态
ｍＳ＝±１时，由于自旋－轨道耦合导致的三重态与单
重态之间的ＩＳＣ（ｉｎ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占主导作
用，电子更倾向于从激发态经过单重态再到基态ｍＳ
＝０，该过程为无荧光辐射的弛豫过程；基态ｍＳ ＝０
时，ＩＳＣ作用较弱，电子更倾向于从激发态通过辐射
光子回到基态ｍＳ ＝０，产生荧光．两方面对比，可知
ｍＳ＝０对应较强的荧光强度，这使得我们可以实现
ＮＶ自旋态的光读出，而且在持续的激光照射后
（μｓ量级），两态的布局度都会被泵浦到ｍＳ ＝０上，
实现ＮＶ自旋态的初始化和检测［２４］（图１（ｃ））．
１．２　哈密顿量资源

ＮＶ色心基态的哈密顿量为
Ｈ ＝Ｄ·Ｓ２ｚ ＋Ｅ·（Ｓ２ｘ －Ｓ２ｙ）－

γｅＢ·Ｓ＋Ｓ·∑
ｉ
Ａｉ·Ｉｉ．

式中，Ｄ＝２．８７ＧＨｚ为电子自旋在ＮＶ轴方向（ｚ方
向）上的零场劈裂，其大小在一定温区与温度呈线性
关系［２５］，可以用来探测温度［１３，２６－２７］．第二项为零场劈
裂的非对角项，通过测得Ｅ 的改变，可以得知应力
和电场的变化［２８］．第三项为静磁场的塞曼项，可以
用来探测磁场．最后一项是 ＮＶ电子和其他自旋的

相互作用，包括与自身 Ｎ核自旋、环境中的核自旋
和电子自旋的相互作用等，可以用来实现对其他自
旋的探测和操控，以及量子比特拓展．
１．３　基于ＮＶ色心的弱磁探测

利用ＮＶ 色心作为磁信号传感器，其主要原
理［７－９］如图２所示，首先通过激光照射将ＮＶ电子自
旋态极化，接着以微波π／２脉冲作用于 ＮＶ自旋，
将其制备到量子叠加态．此时 ＮＶ自旋因与外磁场
或者被测自旋相互作用而积累相位，相位的大小依
赖于相互作用的强度和相位积累的时间．最后施加

π／２脉冲，将相位信息转化到ＮＶ自旋布局度上，实
现对被测微弱磁场的测量．理想状况下，受量子投影
噪声极限的限制，最小可探测磁场［７］为

δＢｍｉｎ≈


２πｇμＢ Ｔ２槡 Ｔ
．

式中，Ｔ２ 为电子自旋的相干时间，Ｔ 是总测量时
间，正比于Ｔ２ 和总测量次数，μＢ是波尔磁矩， 是
普朗克常量，ｇ≈２为电子的朗德因子．对目前ＮＶ
色心０．１～１ｍｓ的Ｔ２ 典型值，测磁灵敏度可以达到
ｎＴＨｚ－１／２级别．而且，ＮＶ色心可以在纳米金刚石中
稳定存在，使得其作为探头可以限制在１０ｎｍ量级
的空间尺度内，这是传统方法无法实现的．
１．４　自主设备建设

为开展ＮＶ色心相关研究，我们自主搭建了实
验平台，平台上主要包括光学共聚焦系统、可调磁场
系统、微波和射频系统以及电子学控制系统（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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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ＮＶ色心弱磁探测原理［２９］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ｋ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ｂｙ　ＮＶ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９］

为了满足不同的实验条件，我们研制了不同条件的
平台，包括能够高保真度操控的量子计算平台、单分
子磁共振实验平台、高真空低温平台、高场平台、扫
描成像平台等．

图３　光探测磁共振谱仪框架图

Ｆｉｇ．３　Ｆｒａｍ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２　单分子顺磁共振
电子自旋有着比核自旋更高的磁矩，相比于单

核自旋磁共振，单电子自旋的探测更易实现．单分子
顺磁共振通过探测单分子上自旋标记的电子顺磁共
振信号来获得单分子的结构和动力学信息，是实现
单分子成像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利用 ＮＶ色心作
为单自旋探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先后实现了金刚
石体内［３０］、体外［１６］、溶液中［３１］的单电子自旋探测，
并且提出了一种零场顺磁共振新方法［３２］，近期实现
了细胞原位的铁蛋白分子成像［３３］．
２．１　金刚石体内单电子自旋探测

金刚石中，除了ＮＶ色心外，还有众多不具有发
光性质的缺陷［３４］，通常称这些不发光的自旋为“暗
自旋”［３５］．对这些暗自旋进行探测及调控，既可以为
体外单自旋探测提供可行性验证，又可以探索其用
作量子寄存器的可拓展性［３０］．

我们采用自旋回波探测双电子共振（又称为
ＳＥＤＯＲ或ＤＥＥＲ）技术对金刚石体内单个暗自旋
（单电子自旋缺陷、Ｎ２中心、自旋１／２）进行了探测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探测到距ＮＶ色心１６ｎｍ的暗自旋；（ｂ）（ｃ）

固定τ变化τ′测得了暗自旋的拉比振荡；（ｄ）（ｅ）固定τ′为π 脉

冲，变化τ，在与自旋耦合处产生振荡．

图４　金刚石体内暗自旋探测［３０］

Ｆｉｇ．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ｒｋ　ｓｐｉｎ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３０］

（图４（ａ））．在ＮＶ的 Ｈａｈｎ回波脉冲序列中间插入
射频脉冲用来翻转暗自旋在ＮＶ处产生的等效磁场

ΔＢ，从而在ＮＶ的相干态中产生相位．固定τ，逐步
改变射频脉冲作用时间τ′（图４（ｂ）），我们成功测得
了暗自旋的Ｒａｂｉ振荡（图４（ｃ））．为了证明所测的是
单电子自旋，我们固定τ′的时间长度为π操作，逐步
改变τ（图４（ｄ）），得到了单一的等于耦合强度的调
制频率（图４（ｅ））．同时我们也成功通过量子逻辑门
对暗自旋进行了操控，说明将金刚石体内的暗自旋
用于可拓展的量子计算是可能的［３］．
２．２　室温下单个蛋白质分子磁共振谱

有了金刚石体内单电子自旋探测的基础，我们开
始尝试体外单电子自旋探测．在此之前，有研究小组
尝试探测金刚石表面的氮氧自由基信号［３６－３７］，但却没
有测到标志性的三条超精细峰（１４　Ｎ核自旋为１）．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氮氧自由基
在金刚石表面的光化学性质不稳定，在得到谱线之
前很快就被降解，所以尝试将带有氮氧自由基标记
（ＭＴＳＳＬ）的ＭＡＤ２（ｍｉｔｏｔｉｃ　ａｒｒｅｓ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２）蛋白
分子分散在多聚赖氨酸中，冻干覆盖在金刚石表面，

起到与表面隔离和固定的作用（图５（ａ））．而为了得
到足够长的相干时间，我们使用１３　Ｃ同位素（核自旋
为１／２）纯化的金刚石探针，以降低 ＮＶ周围１３　Ｃ的
核自旋噪声，同时在操控上应用高阶动力学解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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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ＮＶ和被探测自旋同时进行量子调控，对信号
进行特异性滤波，进一步抑制噪声对 ＮＶ相干性质
的破坏．最终，我们成功得到了单分子磁共振谱［１６］

（图５（ｂ））．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多聚赖氨酸将 ＭＡＤ２蛋白分子保护并固定

在金刚石表面；（ｂ）单分子磁共振谱，谱上显示出清晰的三条超精

细峰（黑线），酸洗去除掉金刚石表面的蛋白质分子之后，谱线消

失（红线），证明信号来自金刚石体外；（ｃ）分子运动模型，主轴方

向和外磁场夹角Φ 存在一定分布；（ｄ）通过谱模拟，得到分子的

运动信息．

图５　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谱［１６］

Ｆｉｇ．５　Ｓｉｎｇ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１６］

观察所得谱线，发现其呈中间峰高瘦、两边峰矮
胖的特点，我们分析认为这是由分子运动造成的．根
据计算，氮氧自由基的超精细结构会随着分子与外
磁场夹角的不同而显著变化，而在多聚赖氨酸中蛋
白质的运动受到限制，应当会在某一夹角附近抖动
（图５（ｃ））．依此模拟出的谱形和实验结果吻合得很
好，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分子的运动信息———根据实
验结果反推出了分子大约在２５°范围内抖动（图５
（ｄ））．另外，我们成功测到了氮氧自由基的拉比振
荡，说明其具备足够长的弛豫时间，可以实现相干的
量子操控［２９］．

２．３　溶液环境中单个ＤＮＡ分子磁共振谱
在上节的工作中，我们将蛋白质分子用多聚赖

氨酸固定在金刚石表面，探测单个蛋白质分子的磁
共振谱．然而，水溶液环境是生物分子保持生物活性
并进行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环境，在水溶液环境中进
行单分子的磁共振探测是研究其生物功能的必经之
路．我室与南加州大学覃智峰教授合作，以双链

ＤＮＡ分子作为探测对象，首次在室温水溶液环境中

探测到单个ＤＮＡ分子的磁共振谱［３１］．
我们将ＤＮＡ分子放置在钻石表面并填充水溶

液以保持其生理状态（图６（ａ））．一方面，为了防止
ＤＮＡ分子在溶液中的扩散，我们设计了一套化学反
应流程：将ＤＮＡ分子的一条链（图６（ａ）下图红色虚
线示意）一端通过氨基修饰，化学键合“拴”在钻石表
面，这也保证了ＤＮＡ分子在钻石表面的均匀分布；
同时将一种常用的氮氧自由基顺磁标签标记到
ＤＮＡ的另一条链（图６（ａ）下图蓝色实线示意），其
可以在水溶液中与键合链自由的复合－解链．另一方
面，得益于钻石微纳技术的发展，加工得到钻石纳米
柱［３８］（ｐｉｌｌａｒ），同时改进微波操控技术，使得探测效
率大幅提升，能够快速测得单分子磁共振谱，信号获
取时间从小时量级缩短到数分钟．两方面结合，我们
成功地获取了水溶液环境下单个ＤＮＡ分子的磁共
振谱（图６（ｃ）和（ｄ）），并通过谱分析展宽和超精细
分裂大小得到其动力学和环境特征信息．
２．４　纳米尺度零场顺磁共振谱学

电子顺磁共振是当代重要的物质科学研究手
段．人们可以根据顺磁共振谱中电子自旋的精细和
超精细结构获取被测样品的动力学、结构等重要信
息．但是由于磁场的存在，不同取向的分子会有不同
的共振峰，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谱线的非均匀展
宽，使信息的获取变得困难．目前技术发展的一个方
向是通过不断提高的强磁场来部分去除这种展宽的
影响［３９］，但存在技术挑战且成本高昂．而另一种简
单直接的方式是不加磁场，此时自旋系统的能级结
构只取决于系统的内禀相互作用，不再与分子取向
有关，原则上可以完全移除非均匀展宽［４０－４３］．这种称
之为零场顺磁共振的方法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
但是受探测原理限制，传统顺磁共振谱仪的探测灵
敏度依赖于磁场大小，在零场下的探测灵敏度极低，
往往需要厘米尺寸的样品量来累积足够大的热极化
下的磁信号，极大地限制了零场顺磁共振方法的应
用．这导致该方法几十年来止步不前，并未获得广泛
应用．

我们针对零场顺磁共振目前的困境，采用了高
灵敏度的金刚石ＮＶ色心量子传感器和新颖的量子
探测方法，来实现零场顺磁共振．以往使用的基于
ＮＶ色心的顺磁共振技术并不能直接应用到零场情
形，因为它需要对目标自旋进行精确操控，这在零场
下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用精心设计的
微波脉冲连续驱动ＮＶ色心（图７（ｃ）），通过改变驱
动功率可以连续调控 ＮＶ的能级劈裂，当其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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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旋的能级劈裂匹配时会产生共振信号（图７（ｂ）），
过程中并不涉及对目标自旋的任何操控［３２］．实验
上，我们成功实现了对ＮＶ色心周围１５ｎｍ范围内
的约４个金刚石内部电子自旋的零场检测（图７
（ａ）），获得了清晰的零场顺磁共振谱，并从中直接提
取了目标自旋的超精细常数（图７（ｅ））．

这种新方法避开了非零场下谱线展宽的干扰，
可以直接在纳米尺度研究待测目标的能级结构，使

得零场顺磁共振技术在单分子尺度上的应用成为可
能．之前已经有研究表明，电子自旋标签的超精细常
数对分子所处的局域环境的电学性质十分敏感，使
用这一方法未来有望在单个分子尺度研究这种局域
性质．另外该方法也可以用于解析电子－电子相互作
用，如果在单个分子上标记多个自旋标签，可以实现
单分子的结构解析．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钻石纳米柱可以大幅提高荧光收集效率，通过“拴”在纳米柱顶端的ＤＮＡ单链复合溶液中标

记有氮氧自由基的ＤＮＡ互补链，来测得单ＤＮＡ分子信号；（ｂ）探测序列；（ｃ）（ｄ）单ＤＮＡ分子磁共振谱，将氮氧自

由基标记中的１４　Ｎ替换成１５　Ｎ，发现超精细峰位置相应改变，证明信号来自氮氧自由基标记．

图６　单ＤＮＡ分子磁共振谱［３１］

Ｆｉｇ．６　Ｓｉｎｇｌｅ－ＤＮ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３１］

２．５　细胞原位铁蛋白分子成像
在细胞原位实现纳米级分子成像是生物学研究

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众多成像技术中，磁共振成像技
术能够快速、无破坏地获取样品体内的自旋分布图
像，已经广泛应用在多个科学领域中．特别是在临床
医学中，因其对生物体几乎无损伤，对疾病的机理研
究、诊断和治疗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磁共
振成像技术使用磁感应线圈作为传感器，空间分辨
率极限在１　０００ｎｍ量级，无法进行细胞内分子尺度
的成像．

为突破传统磁共振成像的分辨率极限，我们使用

ＮＶ色心作为磁敏感单元（以下简称“钻石传感器”），
自主研制了纳米磁共振成像实验平台．激光、微波对
ＮＶ进行操控形成一个量子传感器，能够将细胞内的
分子的微弱磁信号转换为光信号从而能够使用单光
子探测器进行读出．自制的原子力显微镜实现细胞样
品的定位和扫描，首先将样品中的分子靠近钻石传感
器至１０ｎｍ以内，进而通过空间上的纳米级位置移动
实现对细胞内分子的成像［３３］（图８（ａ））．

我们使用铁代谢和铁蛋白功能研究中的模式细

胞———人的肝癌细胞株（ＨｅｐＧ２）进行纳米磁成像
实验研究（图８（ｂ））．磁性信号来源于铁蛋白分子内
的铁离子，在室温下具有顺磁性．首先我们使用高压
冷冻－冷冻替代方法将活细胞瞬间固定并包埋，然后
用切片的方法将细胞剖开，并用基于钻石刀的超薄
切片技术将表面修整成纳米级平整度（图８（ｃ））．这
时，存在于细胞内部的蛋白质暴露在细胞剖面上，可
以与钻石传感器近距离接触．通过对样品进行扫描，
我们观测到了细胞内部存在于细胞器中的铁蛋白，
分辨率达到了１０ｎｍ（图８（ｇ））．为了拓展成像功能，
实验小组还发展了电镜－磁关联成像技术，同时使用
两种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同一铁蛋白团簇的观
测（图８（ｄ）～（ｆ））．

该工作将细胞内蛋白质分子磁成像的空间分辨
率提高了近２个数量级，为未来实现细胞原位蛋白
质磁共振成像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也为开展细
胞原位分子尺度的磁共振谱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３　纳米尺度核磁共振
系综核磁共振（ＮＭＲ）技术已经成熟，在物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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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实验装置示意图，利用ＮＶ色心测其附近目标自旋；（ｂ）ＮＶ自旋缀饰态与目标自旋能级劈裂

匹配产生共振；（ｃ）探测序列；（ｄ）１５　Ｎ　Ｐ１中心能级结构；（ｅ）１５　Ｎ　Ｐ１中心零场顺磁共振谱．

图７　纳米尺度零场顺磁共振谱［３２］

Ｆｉｇ．７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ｚｅｒｏ－ｆｉｅｌ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３２］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利用浅层ＮＶ探测细胞内铁自旋信号，细胞嵌入树脂中固定在音叉上，并可以在 ＮＶ上方扫

描，从而实现磁成像；（ｂ）ＮＶ和Ｆｅｒｒｉｔｉｎ结构示意图，黑色箭头表示Ｆｅ３＋电子自旋；（ｃ）电镜－磁关联成像切片示意

图，两部分分别用作电镜成像和磁成像，蓝色条带表示磁成像深度～１０ｎｍ，而在电镜成像中，成像深度～１００ｎｍ；

（ｄ）电镜成像；（ｅ）磁成像；（ｆ）电镜－磁关联成像；（ｇ）高分辨率磁成像，像素大小８．３ｎｍ．

图８　细胞原位铁蛋白分子成像［３３］

Ｆｉｇ．８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ｓ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ｅｌｌ
［３３］

学、材料等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为了最终通向单分子
成像，人们继续探索单核磁共振技术．相比于单电子
自旋探测，单核自旋探测需要将灵敏度提高３个数量
级，而ＮＶ色心是目前为止最可能实现该目标的测磁
手段．２０１２年，３个研究组同时测到了金刚石体内单
个１３Ｃ核自旋［４４－４６］，展示了基于ＮＶ色心探针的单核
自旋探测的可行性．我室在该方向上先后实现了金刚
石体外纳米尺度核磁共振［１１］、体内核自旋簇探测［４７］、

纳米尺度水的核磁共振［４８］等，下面具体介绍．
３．１　纳米尺度核自旋磁共振

在金刚石体内单核自旋探测已经实现的基础
上，２０１３年，我们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Ｗｒａｃｈｔｒｕｐ
组合作，实现了对（５ｎｍ）３ 体积液体和固体有机样
品中质子信号的检测［１１］．

我们用近表面 ＮＶ色心作为探针，探测金刚石
表面液体和固体中质子的信号（图９（ａ））．小系综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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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外磁场中进行Ｌａｒｍｏｒ进动会产生幅度和相位
统计涨落的信号，而在 ＮＶ上施加典型的动力学去
耦序列ＸＹ８－Ｎ可用于探测此自旋噪声（图９（ｂ））．Ｎ
个π脉冲像滤波器一样，会对特定频率噪声进行放
大，而抑制其他频率噪声分量，故可以通过变化脉冲
间的演化时间τ测量自旋噪声谱．所得 ＮＭＲ谱如
图９（ｃ）所示，较强的信号来自于金刚石体内的１３　Ｃ
核自旋（方块点，用ＣＰＭＧ６序列测得）；较弱的信号

为表面镜头油中的质子产生（圆点，用ＸＹ８－１６０序
列测得）．两种信号的频率正比于外磁场，斜率即为
各自的旋磁比（图９（ｄ））．我们根据实验数据对探测
到样品的体积进行数值仿真，三维图形象地显示了
不同位置质子对信号的贡献，其中最近邻１０４个质
子对信号的贡献约为７０％，不同颜色表示贡献大小
不同［３］（图９（ｅ））．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利用浅层ＮＶ探测到（５ｎｍ）３体积的核自旋；（ｂ）ＸＹ８－Ｎ探测序列；（ｃ）核磁共振谱，黄线来自金刚石体内１３　Ｃ，蓝线来自

镜头油中质子；（ｄ）两种信号频率正比于外磁场，斜率为各自旋磁比；（ｅ）模拟不同位置处质子对信号的贡献．

图９　纳米尺度核自旋磁共振［１１］

Ｆｉｇ．９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１１］

３．２　单核自旋簇结构分析
核磁共振在物理、生物及化学材料等领域具有

重要的应用，而当前实现单分子核磁共振是此领域
的一大挑战．我们基于钻石量子传感器，成功地在室
温大气环境下实现了单核自旋对的探测及其原子尺
度的结构分析．具体而言，我们将动力学解耦序列作
用在ＮＶ上，成功探测到距离其约１ｎｍ 处的单１３

Ｃ－１３Ｃ对，刻画出两个核自旋的相互作用，并且以原
子尺度分辨率解析出自旋对的空间取向［４７］（图１０
（ａ）和（ｂ））．这些结果表明动力学解耦结合ＮＶ单自
旋探针，是核磁共振实现单分子结构解析的切实可
行的手段．

在ＮＶ本征态｜ｍＳ＝０，＋１〉基矢下，ＮＶ与１３

Ｃ－１３Ｃ　ｄｉｍｅｒ耦合哈密顿量［４９－５０］为
Ｈ＝ω０｜０〉〈０｜＋ω１｜１〉〈１｜＋｜１〉〈１｜ 　　　　　

（Ａ１·Ｉ１＋Ａ２·Ｉ２）＋Ｉ１·犇１２·Ｉ２＋ωＣ（Ｉ１，ｚ＋Ｉ２，ｚ）．
式中，ωＣ 为核自旋塞曼频率，Ａ１，２为核自旋Ｉ１，２与
ＮＶ自旋态｜１〉的耦合，犇１２为核自旋Ｉ１ 和Ｉ２ 内部
的偶极耦合张量．强磁场下，ｄｉｍｅｒ的动力学演化可
以用赝自旋（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ｉｎ）模型描述，其动力学行为
可以用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描述［４９］为

Ｈ（ｍＳ）ｐｓ ＝
１
２
ｈ（ｍＳ）·σ＝

１
２
（Ｘσｘ ＋Ｚ（ｍＳ）σｚ）．

式中，赝自旋感受到的有效场ｈ（α）的Ｘ 和Ｚ（ｍＳ）分
量分别为两个核自旋的相互作用强度及与ＮＶ自旋
的耦合强度之差，｜ｍＳ〉为ＮＶ的电子自旋态．在此
有效场作用下，ｄｉｍｅｒ开始在两个赝自旋状态之间
周期演化，从而在ＮＶ上产生一个周期变化的磁场．
在ＮＶ上施加动力学去耦脉冲（图１０（ｃ）），通过测
量ｄｉｍｅｒ有效场产生的相位积累，可以得到ｄｉｍ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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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通过改变静磁场和动力学解耦序列，测得
ＮＶ在｜ｍＳ＝０，＋１〉和｜ｍＳ＝０，－１〉子空间里的
一系列退相干曲线，数值拟合得到 Ｘ、Ｚ（ｍＳ）

‖ 、

Ｚ（ｍＳ）
⊥ γＣＢ０ 的大小，进一步分析便可得到ｄｉｍｅｒ的
取向和空间位置．以上结果证明动力学解耦作用在
ＮＶ上，是 ＮＭＲ实现单分子结构解析的切实可行
的手段，为今后实现体外核自旋原子尺度的空间成
像打下了基础［３］．
３．３　纳米尺度水分子的磁偶极耦合探测

金刚石体内核自旋相互作用探测以及体外纳米

尺度核磁共振都已实现，２０１６年，Ｌｕｋｉｎ组实现了
单分 子 核 自 旋 磁 共 振［１７］，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年，

Ｗｒａｃｈｔｒｕｐ与 Ｗａｌｓｗｏｒｔｈ组又分别实现了宏观尺度
化学位移［５１］和Ｊ耦合［５２］的测量．然而体外纳米尺度
的核自旋相互作用探测，即二维纳米级核磁共振，仍
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这对分子结构分析十
分重要．２０１８年，我们利用 ＮＶ色心单自旋探针，成
功测到了水分子的两个质子之间的磁偶极相互作
用［４８］（图１１（ａ））．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探测到距离ＮＶ约１ｎｍ的１３Ｃ－１３Ｃ对；（ｂ）金刚石体内探测示意图；（ｃ）探测序列

图１０　单核自旋簇结构分析［４７］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ｐｉ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４７］

　　我们首先采用一个周期性的动力学解耦序列
ＸＹ８－Ｋ（图１１（ｂ）），探测到了水中质子的核磁共振
信号（图１１（ｃ））．而偶极耦合一般小于１００ｋＨｚ，为
了测到这么弱的信号，我们采用了关联谱的方法来探
测（图１１（ｄ））．所得信号（图１１（ｅ））由大约７０００个水
分子贡献，相应的有效样本体积为２．２×１０－２２　Ｌ．通过
谱分析，将中心峰设为Δｆ０＝０ｋＨｚ，可得到其他几
个峰位置Δｆ１＝１５．１ｋＨｚ、Δｆ２＝３　３．６ｋＨｚ（图１１
（ｆ）），我们可以推导出冰纳米晶体的取向和质子对
的方向（图１１（ｇ））———与磁场夹角θ＝５４°、４１°、７０°、
２２°（误差在±５°）．这是迈向纳米级二维核磁共振的
关键步骤，也解决了目前室温下纳米级水结构研究
方法匮乏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能够测量分子中两个
质子之间的距离，这在未来可以通过调节高磁场的
角度实现．

４　精密测量在基础物理领域的应用
根据ＮＶ色心的哈密顿量资源，还可将 ＮＶ色

心用于振动测量［５３］、电场测量［２８］、温度测量［１３，２５－２７］

等其他精密测量．我室将基于 ＮＶ色心的精密测量

用于基础物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下面对这些
工作做简单介绍．
４．１　直接测量拓扑数

拓扑数可以表征不同拓扑相之间的转变，这是
Ｌａｎｄａｕ的对称性破坏图像所没有描述的．自从发现
量子霍尔效应以来，更多的拓扑相被理论预测并得
到实验验证．然而，直接测量各种拓扑相的拓扑数仍
然是实验上的难题．

我们利用金刚石中 ＮＶ色心量子体系，通过精
确调制ＮＶ的哈密顿量，展示了量子线拓扑相变的
链子模拟，并使用了寻找特征值的量子算法，成功提
取了色散关系和拓扑数［５４］．这一方法可以进一步推
广到更复杂的拓扑系统．
４．２　搜寻标准模型以外新粒子

寻找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之外的新粒子对于探索
新物理至关重要，这些新粒子往往会被用于填补当
前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等多方面的理论
缺陷．近年来，人们发展了一系列精巧的实验装置，
在２０μｍ以上的力程范围内开展了电子与核子相
互作用的搜寻．然而，在更短的力程范围内开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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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实验装置示意图，利用浅层ＮＶ探测到（６ｎｍ）３体积水中质子信号；（ｂ）ＸＹ８－Ｋ探测序列；（ｃ）核磁共振谱，信号

频率正比于外磁场，斜率为旋磁比；（ｄ）关联谱序列；（ｅ）核自旋自由演化包络；（ｆ）傅里叶变换谱；（ｇ）冰纳米晶体

取向．

图１１　纳米尺度水分子磁偶极耦合探测［４８］

Ｆｉｇ．１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ｉｐｏｌａ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４８］

研究面临一系列挑战．
我室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崭新的探测方法［５５］，即

将金刚石近表面ＮＶ色心的电子自旋用作传感器来
搜寻小于２０μｍ范围的电子与核子相互作用．实验
表明新传感器可以探索的力程范围是０．１μｍ～２
３μｍ．我们在其有效力程范围尚未发现新粒子存在
的证据，为电子—核子相互作用的探索提供了新的
观测约束．这一新方法也可以推广到其他自旋相关
的新相互作用的研究，从而为利用单自旋量子传感
器来研究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提供了可能性，有
望激发宇宙学、天体物理和高能物理等多个基础科
学的广泛兴趣．
４．３　对新奇自旋相互作用做出新实验限定

在上节的工作中，我室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可以
将ＮＶ色心单自旋量子传感器用于搜寻电子与核之
间的新奇自旋相互作用，并将实验搜寻的力程拓展
到亚微米尺度．紧接着，我们对自旋为１的轴矢量玻
色子诱导的极化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研究［５６］．

我们首先发展了基于ＮＶ色心的极化电子自旋
信号测量技术，成功探测到激光极化后的并五苯样

品产生的极化电子自旋信号，然后利用不同深度的
ＮＶ色心测量极化电子自旋信号，得到在力程５００μｍ
处的耦合上界为｜ｇｅＡｇｅＡ／（４πｃ）｜≤１．８×１０－１９ ，该结
果相比针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原有国际最好水平提升
５０倍左右．并将实验数据与标准模型以内的磁偶极
相互作用比较分析，在其有效力程范围未发现新粒
子存在的证据，这为极化的电子－电子相互作用的探
索提供了新的实验观测约束．

５　结论
精密的测量技术可以为新科学的发现提供机

遇，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支持，深入微观领域的精密
测量必将会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基于此钻石传感
器在技术方法上已经实现了５ｎｍ空间分辨能力的
核磁共振成像、达到赫兹谱线分辨能力的谱学等；在
物理应用上包括二维磁性材料纳米分辨率的磁成
像；生物应用包括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谱学、细胞内
温度检测等．这些进展体现出钻石量子传感器在各
领域应用的潜力和前景，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
研究组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的方向涵盖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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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材料、生命等，其优越的应用前景，值得我们继
续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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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第１１期 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基于钻石量子传感器的微观磁共振



特
约
评
述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ｄ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ｓｐｉｎｓ［Ｊ］．
Ｎａｔ　Ｐｈｙｓ，２０１１，７：４５９－４６３．

［２９］张琪，石发展，杜江峰．“钻石钥匙”开启单分子磁共振研
究之门［Ｊ］．物理，２０１５，４４：５６５－５７５．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ＳＨＩ　Ｆａｚｈａｎ，ＤＵ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Ａ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ｋｅｙ”ｏ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ｔｏ　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５，４４：５６５－５７５．

［３０］ＳＨＩ　Ｆ，ＺＨＡＮＧ　Ｑ，ＮＡＹＤＥＮＯＶ　Ｂ，ｅｔ　ａｌ．Ｑｕａｎｔｕｍ
ｌｏｇｉｃ　ｒｅａｄｏｕ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ａｒｋ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
［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Ｂ，２０１３，８７：１９５４１４．

［３１］Ｓ　ＨＩ　Ｆ，ＫＯＮＧ　Ｆ，ＺＨＡＯ　Ｐ，ｅｔ　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Ｄ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Ｎａｔ　Ｍｅｔｈｏｄ，２０１８，１５：６９７－６９９．

［３２］ＫＯＮＧ　Ｆ，ＺＨＡＯ　Ｐ，ＹＥ　Ｘ，ｅｔ　ａｌ．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ｚｅｒｏ－ｅｌ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Ｎａｔ　Ｃｏｍｍ，

２０１８，９：１５６３．
［３３］Ｗ　ＡＮＧ　Ｐ，ＣＨＥＮ　Ｓ，ＧＵＯ　Ｍ，ｅｔ　ａｌ．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ｓ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ｅｌｌ［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５：ｅａａｕ８０３８．

［３４］Ｚ　ＡＩＴＳＥＶ　Ａ　Ｍ．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ａｍｏｎｄ：Ａ
Ｄａｔ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１．

［３５］ＥＰＳＴＥＩＮ　Ｒ　Ｊ，ＭＥＮＤＯＺＡ　Ｆ　Ｍ，ＫＡＴＯ　Ｙ　Ｋ，ｅｔ　ａｌ．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ｎ　ａｎｄ　ｄａｒｋ－ｓｐｉ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Ｊ］．Ｎａｔ　Ｐｈｙｓ，２００５，１：

９４－９８．
［３６］ＧＲＯＴＺ　Ｂ，ＢＥＣＫ　Ｊ，ＮＥＵＭＡＮＮ　Ｐ，ｅｔ　ａｌ．Ｓｅｎｓ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ｐ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ｖａｃａｎｃ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Ｊ］．Ｎｅｗ
Ｊ　Ｐｈｙｓ，２０１１，１３：０５５００４．

［３７］ＭＡＭＩＮ　Ｈ　Ｊ，ＳＨＥＲＷＯＯＤ　Ｍ　Ｈ，ＲＵＧＡＲ　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ｖａｃａｎ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ｓ［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Ｂ，２０１２，８６：１９５４２２．

［３８］ＭＯＭＥＮＺＡＤＥＨ　Ｓ　Ａ，ＳＴＨＲ　Ｒ　Ｊ，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Ｆ　Ｆ，ｅｔ　ａｌ．Ｎａｎ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ａｓ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ｂ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ｎａｎｏｍａｇｎｅｔｏｍｅ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ｖａｃａｎ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ｓ［Ｊ］．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２０１５，

１５：１６５－１６９．
［３９］ＳＭＩＲＮＯＶ　Ａ　Ｉ．Ｓｐｉ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ｆｉｅｌｄ　ＥＰＲ［Ｍ］／／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Ｂ　Ｃ，ＤＡＶＩＥＳ　Ｍ　Ｊ，ＭＵＲＰＨＹ　Ｄ　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２：１０９－１３６．
［４０］ＢＯＧＬＥ　Ｇ　Ｓ，ＳＹＭＭＯＮＳ　Ｈ　Ｆ，ＢＵＲＧＥＳＳ　Ｖ　Ｒ，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ｔ　ｚｅ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ｌｄ［Ｊ］．Ｐｒｏｃ　Ｐｈｙｓ　Ｓｏｃ，１９６１，７７：５６１－５６６．

［４１］ＣＯＬＥ　Ｔ，ＫＵＳＨＩＤＡ　Ｔ，ＨＥＬＬＥＲ　Ｈ　Ｃ．Ｚｅｒｏ－ｅｌ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Ｊ］．Ｊ　Ｃｈｅｍ　Ｐｈｙｓ，１９６３，３８：２９１５．

［４２］ＢＲＡＭＬＥＹ　Ｒ，ＳＴＲＡＣＨ　Ｓ　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ｔ　ｚｅ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ｌｄ［Ｊ］．

Ｃｈｅｍ　Ｒｅｖ，１９８３，８３：４９－８２．
［４３］ＢＲＡＭＬＥＹ　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Ｊ］．Ｉｎｔ　Ｒｅｖ　Ｐｈｙｓ　Ｃｈｅｍ，１９８６，５：２１１－２１７．
［４４］ＺＨＡＯ　Ｎ，ＨＯＮＥＲＴ　Ｊ，ＳＣＨＭＩＤ　Ｂ，ｅｔ　ａｌ．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ｐｉｎｓ［Ｊ］．Ｎａｔ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１２，７：６５７－６６２．
［４５］Ｋ　ＯＬＫＯＷＩＴＺ　Ｓ， ＵＮＴＥＲＲＥＩＴＨＭＥＩＥＲ　Ｑ　Ｐ，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Ｓ　Ｄ，ｅｔ　ａｌ．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ｐ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２０１２，

１０９：１３７６０１．
［４６］ＴＡＭＩＮＩＡＵ　Ｔ　Ｈ，ＷＡＧＥＮＡＡＲ　Ｊ　Ｊ　Ｔ，ＶＡＮ　ＤＥＲ

ＳＡＲ　Ｔ，ｅｔ　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ｐｉ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ｗｅａｋ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Ｊ］．
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２０１２，１０９：１３７６０２．

［４７］Ｓ　ＨＩ　Ｆ，ＫＯＮＧ　Ｘ，ＷＡＮＧ　Ｐ，ｅｔ　ａｌ．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ｔｏｍｉｃ－ｓｃａ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ｐｉ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Ｊ］．Ｎａｔ　Ｐｈｙｓ，２０１４，１０：２１－２５．

［４８］Ｙ　ＡＮＧ　Ｚ，ＳＨＩ　Ｆ，ＷＡＮＧ　Ｐ，ｅｔ　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ｉｐｏｌａ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ｕｓ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ａｇｎｅｔｏｍｅｔｒｙ［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Ｂ，２０１８，９７：２０５４３８．

［４９］Ｚ　ＨＡＯ　Ｎ， ＨＵ　Ｊ， ＨＯ　Ｓ，ｅｔ　ａｌ．Ａｔｏｍｉｃ－ｓｃａｌｅ
ｍａｇｎｅｔ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ｐｉ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ｖ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ｖａｃａｎｃｙ　 ｓｐｉｎ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Ｊ］． Ｎａｔ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１，６：２４２－２４６．

［５０］ＺＨＡＯ　Ｎ，ＨＯ　Ｓ，ＬＩＵ　Ｒ．Ｄ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ｖａｃａｎ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ｓ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ｐｉｎ　ｂａｔｈｓ［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Ｂ，２０１２，

８５：１１５３０３．
［５１］Ａ　ＳＬＡＭ　Ｎ，ＰＦＥＮＤＥＲ　Ｍ，ＮＥＵＭＡＮＮ　Ｐ，ｅｔ　ａｌ．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３５７：６７－７１．

［５２］ＧＬＥＮＮ　Ｄ　Ｒ，ＢＵＣＨＥＲ　Ｄ　Ｂ，ＬＥＥ　Ｊ，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ｐｉｎ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５５５：３５１－３５４．

［５３］Ｋ　 ＯＬＫＯＷＩＴＺ　 Ｓ， ＪＡＹＩＣＨ　 Ａ　 Ｃ　 Ｂ，

ＵＮＴＥＲＲＥＩＴＨＭＥＩＥＲ　Ｑ　Ｐ，ｅｔ　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ｉｎ　ｑｕｂｉｔ［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３５：１６０３－１６０６．

［５４］ＫＯＮＧ　Ｆ，ＪＵ　Ｃ，ＬＩＵ　Ｙ，ｅｔ　ａｌ．Ｄｉｒｅｃ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ｉｎｓ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２０１６，１１７：０６０５０３．

［５５］ＲＯＮＧ　Ｘ，ＷＡＮＧ　Ｍ，ＧＥ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ｏｔｉｃ　ｓｐ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ｅｎｓｏｒ［Ｊ］．Ｎａｔ　Ｃｏｍｍ，２０１８，９：７３９．

［５６］ＲＯＮＧ　Ｘ，ＪＩＡＯ　Ｍ，ＧＥ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ａ
ｓｐ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ｏ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ｅｎｓｏｒｓ［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２０１８，１２１：０８０４０２．

２７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第４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