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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图表明起始增重温度为 > ?≅ ℃
,

?≅ ℃后增重加快
,

≅≅ ℃后增重基本停止
)

从差热图上

发现主要放热峰在 ?≅ ℃ 一8 ≅≅ ℃之 间
,

说明 ∃ % 一&∋ 一( 氧化主要发生在 ?≅ ℃ 以后
)

室温
、

>?≅ ℃
、

? ≅ ℃ 的长期恒温试验和 ≅≅ ℃的短期恒温试验
,

分别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

首先
,

样品在干燥器内于室温下放置 >≅ ≅≅ 小时的 Θ 一射线和磁性分析与放置前的样品对照
,

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

因此我们认为在室温和干燥的空气中材料是稳定的
)

然后
,

进行 >?≅ ℃
,

>? ≅≅ 小时的长期恒温试验发现
,

材料的结构和磁性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
,

重量也增加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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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即 >;= <看出
,

∃ %∀∀ &∋∀∀ ( 特征相的衍射峰已基本消失
,

图 ;=< 也表明
,

∃ % 一&∋∀∀ ( 所特有的

在 8 >≅ ℃居里点发生的磁性突变已经消失
,

而在 ≅≅ ℃左右出现磁性突变
,

该突变为
∗ 一&。的居里

点
)

Σ 一射线分析表明
,

试验后的主产物为
∗ 一&∋, 另有少量的 ∃%

Υ0 8 、

&Α ≅ 8
等

,

因此我们认为

>?≅ ℃温度阶段材料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体系中钦的氧化
)

当沮度升到 ?≅ ℃后
,

不仅反应速度大大加快
,

反应性质亦发生变化
)

样品在 ?≅ ℃恒沮

>≅≅ 。小时后增重 巧
)

 Ρ 【图 ?伪<ς ,Σ 一射线分析表明
,

产物主要为 ∃ % Υ 0 , 和 &∋
Υ
08

,

说明此阶段除

教外
,

铁亦开始大量氧似图 >;Α <ς, 磁性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图 ;Α< 〕
)

最后对 ≅≅ ℃恒沮一小时的样品进行了 Σ 一射线结构分析
,

发现主产物是 &∋ 刃
, ,

其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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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保持部分原来的性质【图 !; ≅
、

图 ;Α< 』
,

说明 5+ 的渗人大大提高了 ∃ %一&二 〕体系的抗氧化

性
)

此外
,

根据磁天平测量
,

新体系的居里温度比原体系高出  ≅ ℃
,

达到 8 ?。℃ 〔, , )

结 论
从上述实验看出

,

∃ % 一&∋ 一( 永磁体的热桩定性差
,

易氧化
,

不同温度阶段的氧化产物有所

不同
,

但都给材料的永磁性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失
)

在原 体系 中添加某 些 非金属元素 能提高 材料的抗 氧化性
,

实 验表明
,

掺人 5+ 的

∃ %一&∋ 一( 体系效果较好
,

它不仅改善了材料的抗氧化性
,

而且居里点亦提高了  ≅ ℃
,

是一种

很有发展前途的新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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