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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研究和应用近年来发展迅速，由于其特殊的尺寸和形貌，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
具备其他材料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应用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从涂料、化妆品、液晶显示材料、催化剂
、燃料电池电极等民用领域到隐身材料等军事领域，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都有极为重要的应用。
纳米材料学科的兴起，将吸引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涉足，尤其是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研究，包括生
物领域、医学和医药领域、分析领域、功能材料领域等。
本书将为各个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些基础知识，同时介绍新的研究进展，使大家对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
有一个全面认识，进而探索新的研究方向。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制备技术不仅需要化学和物理的基础知识，还需要界面化学、化学工程、结晶
化学、晶体生长动力学等专业知识，这是因为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制备较为困难，欲有效地获得分
散稳定的，高收率的，粒径、结构以及性能统一的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必须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
基础。
进行应用研究时，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和性能又必须符合应用要求，为此又需要相应的应用领域知识
，如药剂学、生物学、电子信息等。
基于上述知识结构的考虑，本书第2章到第4章介绍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及制备方法，所需要的知识相
对专一，后半部分介绍其应用，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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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要论述了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一些概念并对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进行了分类，不仅详细介绍
了一些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和新的研究动向，而且介绍了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应用领域的
研究进展，提出了制备和应用中的关键问题，并在制备方法以及机理、过程中进行了具体分析。
　　本书可供材料学、化学、高分子物理与化学、结晶化学、晶体生长动力学、界面化学、生物学、
药剂学等方面工作的科技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应用技术>>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言 　1.1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定义、功能和发展 　1.2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分类 　
　1.2.1　按组分划分 　　1.2.2　按结构划分 　1.3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形成机理 　　1.3.1　化学键作
用机理 　　1.3.2　库仑静电引力作用机理 　　1.3.3　吸附层媒介作用机理 　　1.3.4　过饱和度机理 
　1.4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表征 　　1.4.1　粒度、形貌及结构的表征 　　1.4.2　化学成分的表征 
　1.5　本书各章内容简介 　参考文献 第2章　有机—有机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 　2.1　引言 　2.2　有
机—有机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制备方法 　　2.2.1　乳液聚合法 　　2.2.2　微乳液聚合法 　　2.2.3　无
皂乳液聚合法 　　2.2.4　细乳液聚合法 　　2.2.5　分散聚合法 　　2.2.6　悬浮聚合法 　　2.2.7　自组
装法 　2.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第3章　有机—无机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 　3.1　引言 　3.2　有机—
无机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制备方法， 　　3.2.1　悬浮液聚合法 　　3.2.2　分散聚合法 　　3.2.3　无皂
聚合法 　　3.2.4　乳液法 　　3.2.5　微乳液法 　　3.2.6　细乳液法 　　3.2.7　表面沉积法 　　3.2.8　
化学共沉淀法 　　3.2.9　静电相互作用法 　　3.2.10　表面接枝法 　　3.2.11　超声化学法 　　3.2.12
　层层组装法 　　3.2.13　表面引发活性自由基聚合法 　3.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第4章　无机—无
机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制备 　4.1　引言 　4.2　无机—无机核壳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 　　4.2.1　表
面反应法 　　4.2.2　种子沉积法 　　4.2.3　微乳液法 　　4.2.4　水热法 　　4.2.5　自组装法 　　4.2.6
　溶胶—凝胶法 　　4.2.7　电沉积法 　　4.2.8　微乳液—水热法 　　4.2.9　模板法 　　4.2.10　置换
法 　　4.2.11　超声化学法 　4.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第5章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应用 　5.1　引言 
　5.2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的医学应用 　5.3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作为催化剂 　　5.3.1　光催化剂 
　　5.3.2　汽车尾气催化 　　5.3.3　水处理 　5.4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作为隐身材料 　　5.4.1　雷达
隐身材料 　　5.4.2　红外隐身材料 　　5.4.3　可见光隐身材料 　　5.4.4　激光隐身材料 　5.5　核壳
结构微纳米材料作为其他材料的应用 　　5.5.1　显示材料 　　5.5.2　电池电极 　　5.5.3　化妆品 　
　5.5.4　磁性热敏材料 　　5.5.5　涂料 　　5.5.6　胶黏剂 　　5.5.7　塑料添加剂 　　5.5.8　其他 
　5.6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应用技术>>

章节摘录

插图：纳米粒子的自组装主要有化学和物理两种方法。
化学方法目前主要是化学模板自组装法；物理方法主要有气相沉积技术和离子溅射技术等。
另外，粒子可通过直接吸引高分子聚合物涂层或者是利用静电相互作用吸附处理过的无机胶粒，即利
用大分子模板诱导和控制无机物形成和生长，也就是分子的自组装。
分子的自组装作为纳米结构自组装的一种方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沉积过程或膜结构分子进行控制
，并且可利用连续沉积不同组分的方法实现分子对称或非对称的二维甚至三维的超晶格结构。
层层吸附自组装法（LBL）的技术基础是沉降带电粒子间韵静电引力。
原理是先将带电的基质浸入胶体中.，此胶体所带电性与基质上聚合物所带电性相反，重复此过程可制
得多层膜。
层层组装可形成纳米级聚合物层状有序结构，如聚阴离子电解质和聚阳离子电解质静电作用的逐层组
装，不同聚合物所带基团之间氢键作用下的逐层组装。
Dcher报道了磺化的聚苯乙烯和聚烯丙基氯化胺的逐层组装。
利用模板法组装纳米颗粒时由于选定的组装模板与纳米颗粒之间的识别作用，而使得模板对组装过程
具有指导意义，组装过程更完善。
所选模板可以是固体基质、单层或多层膜，有机分子或生物分子等。
在通常情况下组装纳米粒子的模板也是控制纳米粒子生长的表面活性剂或稳定剂，模板的保护和限制
作用可明显提高纳米微粒的稳定性。
核壳型纳米金属氧化物制备过程中所用模板为单分散性的高分子微球的透明乳液，一些纳米胶粒如金
、银、CdS、SiOz、PSt微球及其他的一些聚合物已被证明可用做模板。
具体制备方法如下：胶体模板首先通过吸附带电的聚合物得到表面光滑带电性的模板，然后吸附带相
反电性的涂层粒子，重复此过程可制得壳层厚度可控的多层膜核壳型纳米粒子。
丁观军等应用湿化学方法，在SiOz微球表面先后包覆5nm银层、20nm SiO2介质膜，制备了直径
约300nm的单分散SiO2／Ag／sio2核壳结构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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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壳结构微纳米材料应用技术》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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