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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具有空心结构的超细粉末与相应的实心粉末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较小的密度以及特殊的力
学、光、电等物理化学性质，在声、光、电、磁等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应用前景。
因而有关空心超细粉末的制备和应用已成为材料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胡文彬、邓意达编著的《自催化还原法制备超细空心金属镍球及其特性》针对这一材料研究热点，介
绍了一种简单易行、成本低廉的自催化还原反应法制备超细空心铁磁性金属球。
并对自催化还原反应制备超细空心镍球的形成机理以及主要工艺参数进行了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所制备的空心金属球进行电磁性能分析，以探讨其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前景。

《自催化还原法制备超细空心金属镍球及其特性》主要内容为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可供从事超细粉
体制备及应用等领域的研究人员阅读，对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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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改变NaOH的浓度，同时对反应物的成分也有一定影响。
我们对不同粒径的空心球样品进行了成分测定，结果表明，样品中的主要成分为Ni，同时产物中也含
有少量的P（表3—2）。
在实验中所用的反应是利用NaH2PO2还原Ni2+得到的，在Ni的生成同时也会有少量P析出，这个反应
已在化学镀镍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样品中的P含量也与在碱性化学镀镍溶液中获得的中、低磷镀
层中P含量（3～9wt％）（22）基本一致。
随着NaOH浓度的升高，镍球中P的含量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这与化学镀镍工艺中随着pH值升高镀层
中P含量降低是基本一致的。
同时，随着NaOH浓度的升高，镍球中Ni含量也在降低。
当NaOH浓度升高到0.45mol/L时，Ni含量达到最低点时（67.5％），几乎与Ni（OH）2中的Ni含量相
当（63.3％）。
这说明在高NaOH浓度时制备的产物中除了Ni、P的存在还有其他元素。
 在第2章对镍球的形成过程分析中提到，反应最开始时镍球为一层不完整的“镍网”所包覆，壳层内
外的物质可通过该镍网而发生交换，壳层里面的Ni（OH）2胶核在反应中被溶解，这样就可以得到空
心结构的镍球。
在较低NaOH浓度的情况下，溶液中OH—离子的量少，生成胶核数目较少，对随后进行的自催化氧化
还原反应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反应相对缓慢，所需的时间较长，镍网之间的空隙被填充的速度减慢
，形成致密壳层所需的时间大大延长，在反应中，Ni（OH）2胶核被消耗掉形成完全空心的镍球；而
当NaOH浓度较高时，溶液有大量的OH—离子，促使生成大量的Ni（OH）2胶核，使自催化氧化还原
反应迅速进行，镍网很快被填充，此时Ni（OH）2胶核没有来得及全部消耗，有一定量的残余，使得
产物的成分中Ni含量随反应物中NaOH浓度升高而不断下降。
甚至出现只在表面形成极薄的一层镍壳，而里面包覆有大量的Ni（OH）2胶核，使得产物中Ni含量接
近Ni（OH）2中的镍含量的现象。
这也表明，通过控制反应物中NaOH浓度可以制备出空心、部分空心和包覆型的镍球。
在第2章的分析中也指出，通过氢气还原处理也可以去除镍球内包覆的Ni（OH）2胶核而得到完全空
心的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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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催化还原法制备超细空心金属镍球及其特性》提出了一种简单易行、成本低廉的自催化还原反应
法，成功地制备出超细空心铁磁性金属球，利用多种分析测试手段对所得产物进行了详细表征，并对
自催化还原反应制备超细空心镍球的主要工艺参数以及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催化还原法制备超细空心金属镍>>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