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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基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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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合成化学的大力发展，具有明亮发光性能的有机发光材料得到充分探索。然而，传统的合成有机

发光材料大多是基于常用的分子结构骨架进行设计，结构新颖性存在缺憾。同时，合成发光材料不可避免

的存在原料不可再生、不可持续发展和生物相容性较差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大力发展和应用。而来

自于自然界的发光物质可以解决可再生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独特的分子结构，这对

拓展新的发光体系，研究新的发光机理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多数天然产物存在含量低、提取困难

的问题，同时确定的分子结构使其发光性能不可调控。基于此，我们认为综合合成和天然的优势，利用具

有特殊结构的天然产物合理衍生设计兼具可再生、结构新颖及性能可调控等综合优势的发光材料，是一个

十分合理的生物基发光材料的研究思路（图 1）。 

松香是一种重要的林业生物质资源，作为松香生产大国，我国松香的主要品种脂松香年产 50 万吨以

上，是世界最大脂松香生产国。长期以来，我国松香产品以低附加值的混合物为主，高附加值的松香产品

种类较少、产量较低，往往依赖进口，总体处于国际松香产业链的中低端。若能基于松香特殊的天然结构，

通过分子设计，探索出新型松香基发光材料，应用于光学诊疗等前沿领域并实现产业化，对于提高松香产

品的附加值和我国松香产业链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受胆固醇刚性脂环结构可用于固化细胞膜流动性的思路启发，我们首次利用松香刚性脂环固化分子运

动的机制，将不发光的脱氢枞酸转化为聚集态发光的松香基聚集诱导发光材料（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 12, 1773；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3, 451, 138627）。实验表明，它们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和固态光致变色性能，可应用于靶向成像和加密解密领域。机理研究证实，源自天然松香分子的脂环基团

的引入有助于增强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抑制激发态分子运动，使柔性希夫碱分子以辐射跃迁方式退激

发。这些研究从根本上阐明了天然松香中脂环结构可用于构筑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内在机制，从实践上证

实了天然产物衍生化研究思路的可行性，又潜在提升了松香的附加值。 

 

图 1. 基于合成、天然和衍生化思路的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