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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在原子尺度，NMR和EPR可以对光学元件中磁性原子核和未成对电

子进行原子尺度局域化学环境的表征，两种技术相结合可获得包括局域配位结

构、离子运动性、氧化态、局域电子结构等在内的重要结构信息。NMR的一个

重要优势是可以从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探究分子运动，通过弛豫特征、各向异性

相互作用的测量提供局部化学基团的动力学信息。EPR是表征缺陷结构信息的

最重要的工具，且有不可替代性。在纳米尺度，电子顺磁共振成像EPRI使用高

梯度场可以实现300 nm的空间分辨，由于该技术本质上能够特异性地识别过渡

金属中心、自由基中心、点缺陷中心，因而与TEM成像能够互相补充。磁共振

技术可以服务于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也可以应用于文化遗产古、地质、深

海化学反应等特色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