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材料表面性能的改善与激光快速熔

凝引起的枝品和亚品的细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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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光化学方法制备镰系精细粉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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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ing fine powder by metbod of laser cbemistry--preparation 

。f nickel series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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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f 选用自告酸tl!为原料.在 CO2 脉冲激光作用下发坐化学反应，得到了 NiO、 Ni 和 Ni20S 的精细粉末，粉
末粒亘iE约为 0.5μ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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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在进行固相物质激光化学反应的研究中，我们

发现产物的 x-射线衍射图岭宽许遍较宽。例如l 由

草酸双氧铀在 CO2 激光作用下生成的二氧化铀，由

甲酸双在铀在 CO2 激光作用下生成的八氧化三蚀，

tX-射线衍射罔巾峰宽都比其母体峰宽大悍多。说

明生成物的粒度都比较小。由此，我们联想到能否

用激光化学的方注来制备粒度极小，比表面很大的

催化剂及H它精细粉末材料。 于是p 我们这用了醋

酸 f~.l/'J原料，让其在 CO2 脉冲激光作用下发生反应，

获n了令人满意的结果p 得到了 NiO、 Ni 和 Ni20a 的

精细扮末产物。发现产物的粒度确实很小。由扫描

电镜测得其直径约为 0 .5μm，呈很薄的鳞片状，与

S. T. Lin 与 A. M. 忌∞m[口用 CO2 激光照射 SFe

所得到的固态无定形硫十分相似d

二、实验

实验中用的主要设备有:输出功率 1 Jj脉冲;脉

冲持续时间 200ns; 脉冲重复频率 40 次/分;光斑直

径 1 巳m 的 TEA CO2 激光器。 负~~e为 17 CllJ的聚光

镜和自制的反应池。 另外还应用了日立 8-450 型分

辨率极限为 6um 的扫描电镜p 岛 f苦 IR-408 红外分

光光度计， Djmax-rA.的 X射线~ìÏ射仪和1 Finnigau 

mA.T-4510 型色1æ:联用分折仪等。

原料为分析纯的四水醋酸银 [Ni(CHaCOO)2 '

4日20J。

实验时先将原料在红外灯下烘烤两小时，脱水

研细。然后以三区法:纸为模圃，将研细的醋酸t呆在

600kgjcm2 的压力下， ffi成且径为 1.2cm 的样片。

并置于反应池内。最后将反应系统用真空泵抽至

10-2mmHg。 再用激光进行照射。

三、结果与讨论

反应池内光照之处p 有灰色粉尘涌起p 几个脉冲

之后即可见到池堕有灰黑色细粉沉积。 几乎每次脉

冲都可看到桔黄色的荧光p偶尔有明亮的白光杰c 半

小时后p 试样基本上脱离样品f妃，产物飞溅出，并沉

积在地壁上。

将反应器壁上取下的灰黑色固体产物用扫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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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产物的扫搭也镜图片

(IJ) 原抖的打道也i是用片

丰昆扪出的照片见罔 1(的。自312付!原川 ::'0 rt. t;1照片见
巳 1(的。

由同可知产物的位度很小〈约 0.5μm). 主片状

结构y 而原料的粒度较大呈板块状结构。

该固体产物的红夕!、光诺如图 2。

为了确定罔作产物内组FTTr 我们剖试了由分析

纯的 Ni203 和 ~i(Ac)" . 主江~O :~~\饵所得的文i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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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Ht>产物的红外光 rit

红外光谱2 与固体产物的红外光谱比较p 可知固体产

物的组成主要为 NiO。同时也不j4~~余有 Ni20a 的存
在; 对之作 X射线分析p 证实了该产物同时存在
川0、 Ni 和 Ni203; 我们将产物 i'~;子 6 2:，的盐酸p 产

物大部份j吝解却只放出极少 :2 飞休。 i主气体可使湿

润的隙化钢淀粉试f民主政蓝紫色p 因此可以认为溶

解物大部分是l\iO，而只合微匠的 ::\ï~03。未i右好的

残渣仍具有磁性2 可j吝于?i:]酸。结合五-射线分析可

确定这部分产物是金属愧。

对反电池中f~激光照射生成的气体产物进行了

红外有1色1Jl联用分析p 得知气体产物的组成为 002，

00. C~II6' H20 。

苦E发t呆在高功率密度激光作用下之所以能得

到精细粉末3 一足由于脉冲激光加热速度都很快

。06~1011KjsY气温度突然升得ii1.日3 导致品格和

某些化学键的破坏和打断y 从而引起醋阿海分解;二

是由于冷却速度快(1QJ~ 106 KjspJ，致使固捆产物

的品核来不及长大，罔此可获得很小的粒度(约 0.5

μm)，当然激光在同体上产生主的激泣亦7.j固相物应

有粉碎和气化的作用。

在通常的热分解情况下p 四水tlJr~;~l失去水和

醋酸恨之后， 其品格并没有破坏(3)。所以，激光作用

下的分解与普通的热解是很不相同的。预料利用这

种物质用来作催化剂p 一定会有更高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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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意j 更改邮政信箱的通知 ? 

: 接邮电局通知，上海光机所西楼原用的 8211 邮政信箱将从 1990 年 1 月 1 门起更改为800-2113
§信箱，望广大作者相读者从明年元旦起改用上海市 800-211 邮政信箱与本部联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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