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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一凝胶法制备功能陶瓷超微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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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超微粉末的研究是目前高技术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

溶胶一凝胶法是近几年来才开

发的一种制备陶瓷超微粉末的新技术 〔’〕
。

应用该方法所合成的粉末纯度高
、

化学成份均匀
、

颗粒度小且分布范围窄
,

易烧结成致密的陶瓷体
,

尤其对于多元陶瓷粉末的制备这些优点更

为突出
∀

因而对该方法的研究及应用 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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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陶瓷压电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技术和光电技术领域 9 有关它们的研究报道甚

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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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溶胶一凝胶法合成了上述三种陶瓷超微粉末
,

并用其作基料制备了致密的陶瓷

体
∀

实 验

一试剂的制备和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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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重结晶后常

压干燥 Α Β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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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真空干燥 Χ Β8 )+
∀

!Δ 8 8 ,

Χ +℃− 得到无水 /0);< ∋; + + −
∀

按照化学计

量 加人 ∃ 5  Ε ∗< 2厂6 的 6ΦΦ ; Γ< 、,  < 溶 液 中回流 =Β 8 ,

过 滤 除 去 沉淀 物
,

滤 液 即 为

: 0 ) Η ∗< 2厂6− . 的 6ΦΦ ; Γ< , ! < 溶液
,

其中 : 0) ;  < 2厂6− . 的百分含量为 Α 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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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献Λ∋ Μ

的方法制备并提纯 78 ) ;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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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馏提纯后置于干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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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馏收取 , Ι ℃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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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粉末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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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粉末 的制备 用 ∃ .

气作保护气体
。

在 + Π !: 0 ) ; , < !厂6− .
溶液中加人

∗+ Π! Η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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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化 学计 量 与 16 ) ; Ι<厂Ο− Ι
混合

,

再慢 慢加人一 定 量 的

;< ∋  ;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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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溶液

,

调节溶液 :< 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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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8 后胶凝 . 老化

Ι Β 8 ,

真空干燥 ),Δ 8 8 ,

Χ+ ℃−
,

粉碎至粒度大于 ∋ + 目
,

然后在一定条件下晶化
,

最后得到

淡黄色的 /012 3 ∋
超微粉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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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粉末的制备 在 ∃ .

气保护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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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陶瓷体的制备

利用所合成的超微粉末较易烧成致密的陶瓷体
,

而不需要添加任何杂质氧化物
,

且烧成

温度较传统方法低 ! Ο 一加+ ℃
,

其中 /0 16  ∋ 最佳
∀

)有关其物理性能测试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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