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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维石墨烯的能带在费米能级交叉形成一个狄拉克点，呈现

半金属特性。最近的理论研究表明这些狄拉克点在三维石墨烯中可形成Node 

Ring或Node Line，并且当这些Node Ring或Node Line投影到特定的表面上时

在费米能级附近形成一个受体态拓扑保护的鼓膜状表面平带。基于第一性原

理计算我们先后提出了具有Node Ring的all-sp2正交bco-C16碳、具有Node Line

的 sp2-sp3正交oC24碳、以及新的具有node-net的bct-C40碳结构。详细的能带

计算表明在bct-C40半金属中，费米能级近旁的能带交叉点在动量空间的多个

高对称面上形成Node-Line，进而这些Node-Line在高对称轴上相互交接，形

成两个中心反演对称的近似两维的node-net。更为有趣的是这些node-net投影

到材料的（100）表面上时，在费米能级上下呈现出一对受体态拓扑保护的

鼓膜状表面平带。报告中将基于不同碳键结合详细阐述碳结构的多样性和物

性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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