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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释光勘查研究正从二维地表平面 向三维立体空间

发展
,

有望解决复合油层 的划分问题
,

其理论价值

与生产应用价值都是非常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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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功能陶瓷材料的制备科学及其关键基础性问题

”

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新型功能陶瓷是以电
、

磁
、

光
、

声
、

热
、

力学
、

化学和生物等信息的检测
、

转换
、

藕合
、

传输
、

处理

和存储等功能为特征的新型材料
,

在国民经济和 国防建设中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应用
.

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

发展
,

功能陶瓷及其应用正向精细化
、

多功能
、

智能化
、

集成化
、

高性能
、

高可靠和复合结构发展
.

因此
,

解决功能陶瓷材料在制备 中的各种基础性科学问题
,

为我国高性能功能陶瓷材料和元器件的批量
、

稳定生

产提供理论依据
,

以促进我国功能陶瓷材料制备科学的快速发展是功能材料研究领域的一大核心课题
.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殷庆瑞研究员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新型功能陶瓷材料的制

备科学及其关键基础性问题
” ,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

清华大学
、

同济大学
、

夭津大学共同承担
,

项 目通过选择若干种典型的功能陶瓷材料
,

在单晶化
、

复相化
、

块体材料膜层化和多层化的研究过程中
,

以制

备科学为重点
,

发展制备高性能功能陶瓷的相关科学技术
,

揭示功能陶瓷材料的制备与组成
、

结构
、

性能以及

物理效应之间的内在规律
,

以期为探索新型功能陶瓷材料和研制高性能元器件提供科学依据
.

项 目组成员经过 4 年的努力
,

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 1) 研究了 P M N
一

P T 熔体的高温相结构和相稳定性
,

率先用增竭下降法生长 出了大尺寸的 P M N
一

P T 单

晶
,

其主要物理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

( 2) 通过对弛豫铁电体极化微区相互作用的研究
,

提 出了
“

遍历空间连续收缩相变
”

(简称 E S 3) 的概

念
,

成功地解释了弛豫铁电体在弱场下所显示的弥散相变
、

频率色散
、

偏 压效应 以及非线性效应等介 电特

性 ; 建立了八势阱有序
一

无序铁电模型
,

较好地描述 了 P M N 材料的电场诱导相变 ;

( 3) 较系统地研究了多相多层复合功能陶瓷元器件的共烧结行为和界面问题
,

比较深入地研 究了界面

互扩散行为
,

通过电极浆料的掺杂改性实现了共烧致密化 ;

( 4 ) 开发出一类新型铁电
、

铁磁微晶玻璃陶瓷材料
,

制备出大可调度
、

低损耗 的 B S T 铁电微晶玻璃陶

瓷
,

并发展了微波宽带同轴测试技术 ;

( 5) 采用化学溶液沉积法制备 了功能陶瓷厚膜
,

研究了厚膜制备过程中的物态变化
、

界面行为等现象
,

制备出膜厚 50 m m 的 P Z T 膜材料并提供试用 ;

( 6) 采用可溶性无机盐溶胶凝胶技术制备 出氧敏和铁 电功能陶瓷膜
,

该技术对这类材料的批量生产和

应用
,

以及对制备其他化合物膜材料具有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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