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b) 探测乒乓球拍胶皮的波形

图 5 初步测试结果

( a) 探测乒乓球拍胶皮的示意图

6  结  论

  本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一种由我们研制的

10MHz短脉冲聚焦换能器的制作工艺、聚焦声场、

发射和接收波形的测试结果。

  本项目的研究得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外科

学技术基金资助和关垲、徐彦霖及王增勇的合作。

感谢祝总骧、张维波等教授对本实验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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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和新技术报道

纳米材料与超声乳化、强化技术

  纳米是 1 个长度计量单位, 1 纳米为十亿分之一米。有人形像比喻是: 1米与 1纳米相比就好像地球与高尔夫球之比。当

物质颗粒小到纳米量级后(一般指千万分之一米至十亿分之一米范围) , 这种物质就被称为纳米材料。由于纳米材料在磁、

光、电、敏感等方面呈现常规材料不具备的特性,因此在陶瓷增韧、磁性材料、电子材料和光学材料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纳米科学就是研究纳米量级内,原子、分子等的运动和变化的科学。在这尺度范围内对原子、分子进行操纵和加工的技

术称为纳米技术。开发纳米技术就是要生产出能够在分子水平上治疗疾病的手术工具、比人体细胞还小的计算机和具有防

污染能力的超高效微型机床等。显而易见,纳米材料是纳米技术的重要基础。

制备纳米量级的超细粉末目前不是易事, 物质颗粒已经形成,要通过各种破碎设备如:球磨、胶体磨、气流粉碎机, 超声破

碎机等进一步破碎来达到纳米量级有很大困难(一般只达微米量级)或难以实现, 所以一般采用化学反应生成法制备超细粉

末是较好办法,据了解华东理工大学采用化学反应生成法制备超细粉末有较好成绩, 但是否达到纳米量级, 以及如何制备各

类超细粉末和降低成本等都有许多研究工作待做。中科院声学所在超声强化异丙醇铝水解反应中也曾生成胶状超细生成

物,检测细度表明已达纳米量级, 可作为溶胶-凝胶法制备超细粉末。由此可见, 对各类物质,在化学反应中通过超声乳化, 强

化处理,有可能使生成物颗粒达到纳米量级, 成为制备纳米材料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我们所用超声设备是我们研制的 88-1 型超声乳化、强化处理机, 电功率 250W ,频率 ? 0. 5kHZ, 功率密度大(可为50~ 80

w / cm2) ,空化强。该机可用于乳化、分散、破碎、清洗和强化化学反应等, 系一机多用,已为全国和中科院许多单位所采用。另

外,我们还研制有 x 型簧片哨超声乳化器系列,可作为乳化、分散、破碎和强化化学反应等中试和工业生产装置, 处理量为每小

时 1 至 8M 3 ,如果并联组合使用, 则可达到更大处理量。也许对用化学反应生成法制备纳米材料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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