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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 

以量子電動力學（quantum electrodynamics）建立無經驗參數之基礎模型，

以描述光與分子的激發態在介電物質附近的耦合，能夠預測分子在奈米結構下的光

譜。 

簡歷： 

許良彥副研究員於 2005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輔系物理系，於 2015 

年取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化學系博士學位，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 Stephen P.A. 

Fodor*85 Fellowship 與 Margaret and Herman Sokol Fellowship in Chemistry。

其後繼續在美國西北大學化學系與美國科學院士 George Schatz 進行博士後研究

工作，並於 2017 年加入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研究員，2021 年

升等為副研究員。許副研究員致力於理論化學和化學物理的研究，特別是物理與化

學的基礎問題，例如奈米尺度下的量子輸送以及光與分子間的相互作用。其成果在

2020 年榮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與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的肯定。並

於 2021 年獲得中研院前瞻計畫，與此同時為臺灣大學化學系合聘之副教授，且獲

選為國立臺灣大學 110 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代表作簡介： 

許副研究員專注於理論化學與化學物理的基礎問題，特別是奈米尺度下光與分

子的相互作用。其三個代表作分別為：（一）化學分子與電磁極化子耦合的量子動力

學；該研究推廣了 Silbey 經典的螢光理論，並且可以描述化學分子與複雜介電環境

中量子真空漲落的耦合，為分子螢光從弱耦合到強耦合提供一個統一理論，其研究

成果被選為 2019 年 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的 Editor Pick and Editors’ 

Choice。（二）電漿子螢光增強與其在生醫感測器的應用；大規模非均勻相電漿子晶

片在生醫感測器有極大的應用潛力，但其理論機制尚未完全明瞭，該研究建立其螢

光增強的動力學模型，並提出其理論機制，在實驗上大幅度地增強了螢光強度，研

究成果發表於 Chem。（三）闡明單分子光電導效應的機制；許副研究員結合開放量

子電動力學與第一原理計算，提出單分子光電元件的設計原理，研究成果發表於

Nano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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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能夠獲得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成果獎之殊榮，首先要感謝中央研究院與審

查委員們對我這幾年研究成果的肯定，以及中研院原分所和臺大化學系的全力支持，

更要感謝研究合作夥伴以及學生們的互相討論與努力，由於大家無私地貢獻，我才

有機會將自己的想法逐步實踐，朝著目標邁進。除此之外，我非常感謝家人的全力

支持，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才能如此地心無旁騖專注在基礎科學上。今日豐碩的成

果，獻給所有幫助過我的夥伴與家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