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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复合隐身材料 的研究进展
‘

钱海霞 熊惟皓
华中科技大学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

文 摘 综述了国 内外 目前用 于隐身技术的各种吸波材料
,

重点介绍 了纳米复合隐身材料的结构
、

特

性
、

分类
、

隐身机理和制备方法
,

并指 出了隐身材料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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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研 如 印 抬 , 曰 断 滋
, 一

前言 并把其作为新一代隐身材料进行探索和研究
。

隐身技术作为提高武器系统生存
、

突防
,

尤其是 导电高聚物材料
。

这种材料是近几年才

纵深打击能力的有效手段
,

已经成为集陆
、

海
、

空
、

天 发展起来的
,

由于其结构多样化
、

密度小和独特的物

四位一体的立体化现代战争 中最重要
、

最有效的突 理
、

化学特性
,

因而引起科学界的广泛重视
。

防战术技术手段
,

并受到世界各军事大国的高度重 陶瓷类吸收剂阁
。

陶瓷类吸收剂的密度 比

视
。

铁氧体低
,

吸波性能较好
,

而且还可 以有效地减弱红

隐身材料是隐身技术发展的关键
。

目前
,

世界 外辐射信号
,

这类吸收剂主要有 粉末
、

纤维
、

军事大国正在开发以下几种新型隐身材料
。

硼硅酸铝等
。

手性材料 。 。

手性是指一种物 盐类吸收剂图
。

视黄基席夫碱视聚合物
,

这

体与其镜像不存在几何对称性且不能通过任何操作 类高极化盐类材料结构中的双联离子位移具有吸波

使物体与镜像相重合的现象
。

研究表明
,

具有手性 功能
,

它具有强极化特性
,

雷达波被这种盐吸收时
,

特性的材料
,

能够减少人射 电磁波的反射并能吸收 能量将转变为热能而耗散掉
,

某种特定类型的盐可

电磁波 , 〕。 吸收特定波长的雷达波
。

纳米隐身材料
。

近几年来
,

对纳米材料的研 多晶铁纤维吸收剂
。

多晶铁纤维是一种轻

究不断深人
,

证明纳米材料具有极好的吸波特性
,

纳 质的磁性雷达吸收剂
,

可在很宽的频带内实现高吸

米材料已受到美
、

法
、

德
、

日
、

俄等国家的高度重视
,

收效果
,

且质量减轻 一 ,

克服了大多数磁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二 仪 一 伪 一

, 激光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驯 复合材料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联合资助项 目

钱海厦
,

年出生
,

硕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纳米功能材料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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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吸收剂所存在的密度过大的缺点
。

这种纤维通过

磁损耗和涡流损耗的双重作用来吸收电磁波
。

等离子体吸波材料阁
。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

发射的 粒子
,

将周围空气电离
,

形成等离子体
,

可

以吸收电磁波的能量
。

俄罗斯 目前已研制成功一种

全新的等离子体隐身技术困
。

目前
,

隐身技术和隐身材料的研究 已取得长足

发展
,

正朝着
“

薄
、

轻
、

宽
、

强
”

方向发展
。

纳米材料作

为当今材料科学的前沿
,

被认为是材料功能发生飞

跃的关键
。

纳米材料可制成性能优 良的吸波材料
,

是一种极有前途的隐身材料
,

纳米材料的研究正成

为研制新型吸波材料的热点
。

纳米复合隐身材料

纳米材料的特性

表面效应
。

纳米微粒尺寸小
,

表面能高
,

位

于表面的原子占相当大的比例
,

随着粒径减小
,

表面

原子数量 比迅速增加
。

由于表面原子数量 比增多
,

原子配位不足及高的表面能
,

使这些表面原子具有

高的活性
,

极不稳定
,

很容易与其他原子结合
。

量子尺寸效应
。

粒子尺寸下降到一定值时
,

费米能级附近的电子连续能级离散化
,

致使纳米材

料具有高的光学非线性
,

特异的催化及光催化特性
。

小尺寸效应
。

当超细微粒的尺寸与光波波

长
、

德布罗意波长以及超导态 的相干长度或透射深

度等物理特征尺寸相当或更小时
,

晶体周期性 的边

界条件将被破坏
,

从而产生一 系列特殊 的光学
、

热

学
、

磁学和力学性质
。

纳米复合隐身材料的隐身机理 , 月

由于纳米材料的结构尺寸在纳米量级
,

物质的

量子尺寸效应和表面效应等方面对材料性能有重要

影响
,

如纳米材料的电导率很低
,

随着纳米材料颗粒

尺寸减小
,

材料的比饱和磁化强度下降
,

但磁化率和

矫顽力都急剧上升
。

金属
、

金属氧化物和某些非金

属材料的纳米级超微粉在细化过程 中
,

处于表面 的

原子数越来越多
,

增大了纳米材料的活性 因此在微

波场的辐射下
,

原子
、

电子运动加剧
,

促使磁化
,

使电

磁能转化为热能
,

从而增加了对电磁波的吸收性能
。

一般认为
,

纳米吸波材料对 电磁波能量 的吸收由晶

格电场热运动引起的电子散射
、

杂质和 晶格缺陷引

起的电子散射以及电子与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三种

效应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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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复合隐身材料具有极高的电磁波吸收特

性
,

已引起了科技界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
,

并开始对

该类型材料进行探索和研究工作
。

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和纳米复合隐身材料的

复合新技术

纳米复合隐身材料是指分散相尺度至少有一维

小于 的隐身材料
。

纳米颗粒因其具有的表

面效应
、

量子尺寸效应和小尺寸效应等性质而备受

人们青睐
,

对纳米颗粒进行复合
,

使不同颗粒间产生

性能的协同效应
,

更有助于改善和提高其性能
。

纳

米复合隐身材料的合成与制备技术包括作为原材料

的粉体及纳米薄膜材料的制备
,

以及纳米复合材料

的成形方法
。

制备方法

溶胶一凝胶法

溶胶一凝胶法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用于制备纳

米材料的一种新工艺
。

它是将金属有机或无机化合

物经溶液制得溶胶 溶胶在一定的条件下 如加热

脱水时
,

具有流动性的溶胶逐渐变粘稠
,

成为略显弹

性的固体凝胶 再将凝胶 干燥
、

焙烧得到纳米级产

物
。

烧结的方式和温度随物料的不同也有差异
,

近年来有用微波加热代替常规加热
,

在较低的温度

和极短时间内合成了粒度小
、

纯度高的超细粉
,

还

有用 下射线照射制得纳米级 阮 硒化锅 聚丙烯

酞胺复合粉〔
。

溶胶一凝胶能够制备气孔相互连接的多孔纳米

材料
。

可 以利用液体浸透
、

物理方法和化学沉积
、

热

解
、

氧化及还原反应来填充气孔 以制备复合材料
。

目前采用溶胶一凝胶法制备纳米复合材料的具体技

术或工艺过程相当多
,

但按其产生溶胶一凝胶的机

制主要有三种类型
。

传统胶体型
。

通过控制溶液中金属离子 的

沉淀过程
,

使形成的颗粒不团聚成大颗粒而沉淀
,

得

到稳定均匀的溶胶 再经过蒸发溶剂 脱水 得到凝

胶
。

庙 比 甲 川 等运用传统胶体法使

钻 玩 残仇 纳米颗粒镶嵌在 场 玻璃相中
,

通过

改变铁氧体的量和退火温度获得优 良的磁性能
。

无机聚合物型
。

通过可溶性聚合物在水或

有机相中的溶胶一凝胶法过程
,

使金属离子均匀地

分散在其凝胶 中
。

常用 的聚合物有聚乙烯醇
、

硬脂

酸
、

聚丙烯酞胺等
。

王丽 〔’幻等用聚乙烯醇溶胶一凝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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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法制备了
二

助
另

乓仇 ‘ 感 纳米颗粒
,

该方法得到的产物纯度高
,

颗粒细
,

热处理温度低
。

兀 ’ 〕等人用硬脂酸凝胶法制备了

大小的 曳 电 、蝙粉末
,

并且随热处理温度

提高
,

粉末形状由球形变为立方体
。

。 络合物型
。

利用络合剂 如柠檬酸 将金属

离子形成络合物
,

再经过溶胶一凝胶过程形成络合

物凝胶
。

刘常坤恤 〕采用柠檬酸络合分解 的溶胶一

凝胶法制备 了平均 粒径 为 且 分散均匀 的

电 超细微粒
。

与其它一些传统的无机材料制备方法相 比
,

溶

胶一凝胶法具有反应烧结温度低
、

粒径分布均匀等

优点
,

但也存在反应过程 过长
、

凝胶 易 开 裂 等缺

陷 ’ 。

惰性气体冷凝法

惰性气体冷凝法是制备清洁界面纳米粉的主要

方法之一
,

是 由德 国 和美 国 卿 等人发展

起来的
。

该方法主要是将装有待蒸发物质的容器抽

至 高真空后
,

充填人惰性气体
,

然后加热蒸

发源
,

使物质蒸发成雾状原子
,

随惰性气体流冷凝到

冷凝器上
,

将聚集的纳米尺度粒子刮下
、

收集
,

即得

到纳米粉体
。

如果采用多个蒸发源
,

可 同时得到复

合粉体和化合物粉体
。

颗粒尺寸可以通过蒸发速率

和凝聚气的压力进行调控
。

纳米复合隐身材料的复合新技术〔’

隐身材料按其吸波机制可分为电损耗型和磁损

耗型
。

电损耗型隐身材料包括 纤维
,

金属短纤

维
,

粉末
,

钦酸钡陶瓷体
,

导电高聚物
,

导 电性石

墨粉等 磁损耗型 隐身材料包括铁氧体粉
,

经基铁

粉
,

超细金属粉或纳米相材料等
。

运用复合技术对

这些材料进行纳米尺度上的复合便可得到吸波性能

大大提高的纳米复合隐身材料
。

近年来
,

纳米复合

隐身材料的制备新技术发展很迅速
,

这些复合新技

术包括 以在材料合成过程中于基体中产生弥散相

且与母体有良好相容性
、

无重复污染为特点 的原位

复合技术 以 自放热
、

自洁净和高活性
、

亚稳结构产

物为特点的 自蔓延复合技术 以组分
、

结构及性能渐

变为特点的梯度复合技术 以携带电荷基体通过交

替的静电引力来形成层状高密度
、

纳米级均匀分散

材料为特点的分子 自组装技术 以及依靠分子识别

现象进行有序堆积而形成超分子结构的超分子复合

一 一

技术等
。

材料性能与组织结构有密切关系
。

与其他材料

相比
,

复合材料的物相之间有更加明显并呈规律变

化的几何排列与空间织构属性
,

因此复合材料具有

更加广泛的结构可设计性
。

纳米复合隐身材料因其综合了纳米材料和复合

材料的优点而具有 良好 的吸收特性
,

已成为材料科

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

前景展望

宽频化
。

目前的反雷达探测 隐身技术主要

是针对厘米波雷达
,

覆盖的频率有限
。

例如
,

谐振型

吸波材料只能吸收一种或几种频率的雷达波
,

介电

型吸波材料和磁性吸波材料主要覆盖范围大致分别

在厘米波的低端和高端
。

而先进红外探测器
、

米波

雷达
、

毫米波雷达等先进探测设备的相继问世
,

要求

材料具备宽频带特性
,

即用 同一材料对抗多波段电

磁波的探测
。

复合化
。

根据 目前吸波材料的发展现状
,

一

种类型的材料很难满足 日益提高的隐身技术所提出

的
“

薄
、

宽
、

轻
、

强
”

的综合要求
,

因此需要将多种材料

进行各种形式的复合以获得最佳效果
,

如铁磁性
一 、 一 铁氧体与铁电性 伪 复合

,

能够极

大地提高吸波性能 ’, ’ 也可采用有机一无机纳米

复合技术
,

这种方法能够很方便地调节复合物 的电

磁参数以达到阻抗匹配的要求
,

而且可 以大大减轻

质量
,

可望成为今后吸波材料研究与发展的重点方

向
。

低维化
。

为探索新的吸收机理和进一步提

高吸波性能
,

纳米微粒
、

纤维
、

薄膜等低维材料 日益

受到重视
。

研究对象集中在磁性纳米粒子
、

纳米纤

维
、

颗粒膜和多层膜
,

它们具有吸收频带宽
、

兼容性

好
、

吸收强
、

密度小等特点
,

成为极具潜力 的隐身材

料发展方向
。

智能化
。

智能型材料是一种具有感知功能
、

信息处理功能
、

自我指令并对信号作出最佳响应功

能的材料和结构
。

目前这种新兴的智能材料和结构

已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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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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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武汉工业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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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婉俄
,

毛健
,

吴行等 铁磁性
、 一

铁氧体

与铁电性 肠 、几 复合材料吸收电磁波能力研究 四川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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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柱坐标铿床新光栅数字显示

本项成果用于 科 型精密坐标幢床的坐标数字显示
。

本成果采用 个施密特过零触发器构成十倍

频线路
,

横向与纵向坐标的最小读数为 加
,

光栅尺的刻度距离为 采用隔离电源
,

提高系统的

抗干扰能力
,

系统交替使用 二 、

坐标倍频线路
,

增强了故障切换和装置 自检查能力
。

系统安全可靠
,

有应用

价值
。

管状靶元件芯厚测量与端头定位

本成果是在特定条件下采用中子吸收法进行管状靶元件芯厚测量与端头定位
。

它的原理是 对热中子有很大的吸收截面
,

当中子流穿过 护 一 合金时
,

热中子被大量吸收
,

不同厚

度的吸收体将使被吸收后剩余中子的计数率产生差异
,

根据预先绘制的标准曲线即可对未知芯厚的靶元件

进行测量
,

确定芯厚度
。

用此方法还可找到元件端头部位
。

·

李连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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