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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纳米粉体是微纳米材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备各种新型功能材料的基础。
本书内容涉及微纳米粉体的制备、改性、复合与组装以及应用等方面的理论基础。
    本书可供微纳米粉体领域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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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成核生长法的工艺发展及技术集成成核及生长的控制技术在气相、液相及固相等多
个方向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其中以液相法中的高温溶剂法的创新性最为突出。
应当说，在目前所有微纳米粉体制备方法中，高温溶剂法所获得的微纳米颗粒晶型相对完美，对粒径
和颗粒形貌的控制也比较成功。
目前研究较多的高温溶剂法为在三辛基氧膦中制备硫属化合物半导体纳米颗粒。
高温溶剂热分解法是高温溶剂法的一种，是指在高温溶剂的条件下，通过前驱体分解制备纳米颗粒的
方法。
低温有机溶剂法与高温有机溶剂法类似，是在室温或近室温条件下有机相中制备纳米颗粒的方法，但
所得微纳米颗粒的缺陷相对于高温有机溶剂法较多。
利用自组装技术合成纳米团簇超分子为近来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的微纳米材料的合成方向，分为软组
装和硬组装两类。
软组装是利用胶体的自组装特性，由胶态晶体自组装得到二维或三维的纳米团簇超晶体。
软组装需要三个条件：均一粒径、颗粒间弱相互作用、自组装体系的低能量。
例如，将纳米级无机大分子分散／溶解在适当的有机溶剂中，结晶后大分子之间自组装在一起，形成
分立无机纳米团簇合物。
硬组装是利用纳米团簇与组装模板之间的分子识别来完成纳米团簇的组装。
应该说，微纳米颗粒的制备方法各有利弊。
为了便于控制工艺条件、产率、粒度和粒径分布等，也常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制备技术。
如超临界法就经常与溶胶一凝胶法、微乳液法等制备技术配合使用，以获得理想的微纳米粉体。
3.微纳米粉体制备过程的放大理论微纳米粉体制备过程的放大在微纳米粉体制备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是实现实验室成果向产业化技术转化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它包括如何在规模化生产中确保产品维持与小尺度装置上制备所得微纳米材料相同或更好的理化性能
和结构形貌，以及反应装置的选择，以满足理想的制备效率和产品性能的稳定性。
鉴于微纳米制备体系的复杂性，过程的放大已成为微纳米材料研制过程中的新课题。
微纳米粉体材料制备的工程问题复杂性表现为多影响因素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各种变量的非线
性关系与由于传热、传质及流动阻力所导致的综合影响等。
例如，颗粒的粒径分布由成核与生长速率共同决定，而温度及浓度又通过影响成核与生长速率来影响
粒度及粒径分布。
这种交互作用使反应过程中各有关变量的分布极为重要，这些分布包括浓度分布、温度分布以及物流
的停留时间分布等。
正是传质、传热等工程因素以及化学反应的复杂性导致过程放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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