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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扼要阐述了原子力显微术的成像基本原理、针尖?表面相互作用过程、仪器学，以及操作模式
和成像模式、图像伪迹和测量误差等主要实验技术，着重介绍了这一最近发展起来的材料分析方法在
合成聚合物和生物材料研究中的应用，涉及从分子原子到微米尺度的结构分析和材料表面微观尺度的
力学和物理性质。

　　本书既可作为从事材料研究和生产的科技人员以及生物、生物物理和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的参考书，又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教材。

　　本书既可作为从事材料研究和生产的科技人员以及生物、生物物理和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的参考书，又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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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纤维表面的形貌和粗糙度对纤维制品的性能有着重要影响，在有些场合会起到关键作
用。
这里所述纤维制品包括纺织品和以纤维作为增强剂的复合材料。
增强纤维的表面形貌和粗糙度直接相关于复合材料界面结合的形成机制和界面性质，从而影响复合材
料的整体性能。
对纺织制品则影响到纺织加工工艺性能，例如纤维和纱线的抱合性能，以及制成品的外观、手感和舒
适性等使用性能。
因此，在复合材料和纺织加工中常常对纤维预先作某些预处理，以赋予纤维表面某种给定的形貌或粗
糙度。
由此可见，对原始纤维和表面改性纤维表面的形貌和粗糙度定性或定量描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命题。
然而，对小直径的纤维表面，定量测定其粗糙度历来被视为难题。
AFM的杰出功能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玻璃纤维的表面用于复合材料的增强纤维常常在材料制备前对纤维表面作上浆（或称上胶）处理，以
改变纤维原有的表面性质（物理或／和化学性质）。
合理的上浆将会引起纤维表面与基体材料发生合适的相互作用，形成预定的界面结构和界面性能，以
便能赋予制得的复合材料具有设计者所希望的优良力学、物理和化学性质。
上浆引起的纤维表面形貌和粗糙度变化是探索界面结构和性质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AFM不仅能给出如同SEM所能给出的形貌图像，而且能对表面形貌，例如粗糙度作定量描述。
玻璃纤维是目前复合材料中使用量最大的增强纤维，通常都在制作复合材料前对其表面作上浆处理。
图5.6显示的三维纤维表面形貌图和表面轮廓示意图，描述了上浆引起的表面形貌和粗糙度的变化。
未上浆的纤维表面[图5.6（a）]形态结构单一，相对平滑。
仅能观察到的结构单元是少许模糊的条纹。
这可能来源于表面吸附的污染物，例如某种有机物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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