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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播种生长法制备了粒径为 %%# ’( 的单分散胶体二氧化硅（)*+$ ），并对单分散的 )*+$ 颗粒表面进行改性，

以提高颗粒对苯乙烯单体的亲和力 ,然后通过垂直沉积法组装出 )*+$ 胶粒晶体模板 ,依靠毛细管力将苯乙烯前驱

物快速填充进模板颗粒的间隙，加热原位聚合，用氢氟酸去除模板后制得三维有序大孔聚苯乙烯 ,扫描电子显微镜

结果显示，所合成的孔材料高度有序，孔腔尺寸约为 $"# ’(，孔腔之间由较小孔窗连接，形成非常开放的通道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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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引 言

单分散胶体颗粒紧密排列的三维有序结构被通

称为胶粒晶体，以胶粒晶体为模板可复制获得结构

上与其三维周期性结构反相的新型功能性大孔材

料，简称三维有序大孔材料（%-+.）［"］,这种材料兼

具固体材料本身和长程周期有序结构两种特性，在

生物医学［$］、环境治理［%］、催化剂载体［&］、智能传感

器［/］等诸多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0］,近年来，具有

光子带隙的三维有序大孔材料的研究更引起了学术

界和技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种材料可作为光子晶

体［2—3］,光子晶体可以控制光子的传播，是全光集成

回路器件的基础，可以应用于很多方面［"#］，例如导

波器［""］、滤光片［"$］、高密度磁信息储存器［"%］、光开

关［"&］等 ,
制备 %-+. 的主要方法是模板法，它包括三个

步骤："）用单分散胶体颗粒组装成有序的密堆积结

构作为模板；$）在模板的间隙中填充所需要的材料

或材料的前驱物；%）去除模板，余下的是一种三维有

序大孔结构 ,本实验以三维规则排列的二氧化硅作

为模板，以含有引发剂的苯乙烯单体作为前驱物来

制备聚苯乙烯 %-+. 材料 ,其中能否将苯乙烯单体

顺利填充到模板中是该方法的关键技术之一 ,然而

)*+$ 和苯乙烯之间由于表面性质的不同，苯乙烯单

体难以顺利渗透进 )*+$ 模板中 , 为此，容 建 华 等

人［"/］曾用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偶联试剂处理先已

组装好的模板，使表面亲油性增强 ,本文提出对未组

装的二氧化硅颗粒先进行表面改性后再进行组装的

方法，改善了苯乙烯与二氧化硅颗粒之间的润湿性，

获得了三维有序大孔聚苯乙烯 ,

$ A 实验部分

$%&% 实验试剂与仪器

正硅酸乙酯（B6+)）（C9<D8，"31E）；无水乙醇

（F,G,，北京益利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二次蒸馏

水（自制）；氨水（F,G,，北京益利精细化学品有限公

司）；%7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FH)）（C9<D8，I 30E）；

苯乙烯（减压蒸馏）（F, G,，北京化学试剂公司）；偶

氮二异丁腈（重结晶）（4, H,，上海试四赫维化工有

限公司）；氢氟酸（F,G,，北京化工厂）；/#"7超级恒温

水浴；4J$/#7超声波分散机；KL7$#K7!离心机；$##"7
恒温箱；日立 M71"## 透射电镜；日立 N7&$## 扫描电

镜；48O:7$%3# 分光光度计 ,

$%$% 二氧化硅颗粒的合成

二氧化硅颗粒的制备是采用播种生长法，即

B6+) 在氨水和乙醇的混合溶液中水解缩合，其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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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合产物在硅溶胶种 子 上 生 长 出 单 分 散 !"#$ 颗

粒［%&］’此种方法可以根据不同实验目的设计不同的

实验方案，从而得到不同粒径的二氧化硅颗粒，可选

择合成的粒径范围在 %((—%((( )*，并可精确控制 ’
本文制备的二氧化硅颗粒粒径为 ++( )*，颗粒的单

分散性好，粒径分布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 ’

!"#" 二氧化硅颗粒的改性

本文用 01! 作为改性剂，在水、氨和乙醇混合

溶液中，利用 !"#$ 颗粒表面的硅羟基（!"2#3）和 01!
的硅烷化反应对颗粒表面改性 ’反应后的 !"#$ 颗粒

表面带有碳链，碳链的存在使其表现出亲油的特性，

这样单分散 !"#$ 颗粒表面就由亲水表面转变为亲

油表面 ’
首先配制二氧化硅的无水乙醇悬浮液，再将此

悬浮液配制为［43+］5 %,%$*6789，［3$#］5 +,(%*6789
的反应液，在 .(*7 的容量瓶中用乙醇定容，二氧化

硅的体相浓度为 (,&(/ ’
根据公式

!: 5 "#$ 5 &"# 8（%!）， （%）

可以算出反应液中二氧化硅颗粒的总外表面积 ’（%）

式中，!: 为二氧化硅颗粒总外表面积，" 为反应液

的质量，# 为反应液的体相浓度，$ 为二氧化硅颗粒

的比外表面积，% 为二氧化硅颗粒的粒径，!为二氧

化硅颗粒的密度 ’而 01! 的单层覆盖面积为 +.+ *$ 8
;［%-，%<］，所以可以计算出单层包封二氧化硅颗粒的

01! 最小用量 ’
根据计算，在反应液中加入稍过量的 01!，本文

取 01! 的量为 (,(%(( ;’在 $.=下，搅拌 % >，随即在

<(=下加热回流 $ >，经离心分离，用无水乙醇洗涤

后，得到表面改性的二氧化硅颗粒 ’

!"$" 二氧化硅颗粒的组装

本文采用垂直沉积法［%?—$%］组装二氧化硅颗粒，

该方法是将载玻片垂直插入经 01! 改性的二氧化

硅颗粒无水乙醇悬浮液中，二氧化硅颗粒浓度为

+,(/（@A）’组装在 +(=的恒温箱内进行 B< >’ 随着

无水乙醇的蒸发，液面缓慢下降，二氧化硅颗粒在载

玻片上自组装为颗粒周期排列的胶粒晶体，组装的

推动力是无水乙醇的蒸发所产生的流体动力和垂直

基片上二氧化硅颗粒间的毛细管力 ’组装中有两个

注意事项：一，改性的二氧化硅颗粒悬浮液要用超声

波充分分散；二，要保证箱内温度均匀，没有气流的

扰动 ’

!"%" 模板的填充和 #&’( 聚苯乙烯的制备

将二氧化硅模板的表面覆盖一层盖玻片，其作

用在于，苯乙烯单体液面在两块玻璃片之间会产生

毛细作用力，同时覆盖的盖玻片也会防止多余的苯

乙烯单体在模板表面的聚合，以利于苯乙烯单体的

进一步填充 ’将模板插入含有 (,./引发剂（偶氮二

异丁腈，0CD4）的苯乙烯单体中，然后取出，在 &(=
下加热 & > 使单体聚合 ’随后用的 3E 腐蚀 % >，再用

二次蒸馏水浸泡清洗后自然干燥，得到样品 ’

+ , 结果与讨论

#")" 垂直沉积法组装二氧化硅模板

二氧化硅颗粒在恒温箱中组装 B< > 后，发现在

载玻片上生长出高度约 &** 的胶粒晶体薄膜 ’经扫

描电子显微镜（!FG）对垂直沉积法组装的二氧化硅

模板表征显示，已经组装为三维规则排列的胶粒晶

体（如图 %）’其结构为面心立方（HII）密排结构，表面

图 % 垂直沉积法制备的 !"#$ 模板的扫描电镜照片

为 HII 密排结构的（%%%）面 ’根据 !"#$ 胶粒晶体的透

射光 谱 图，如 图 $ 所 示，透 射 谱 中 出 峰 的 位 置 在

-$&,?- )*’理论上，根据布拉格衍射公式，透射带隙

中心位置应满足

$%（%%%） &$
J K L")$! " 5#， （$）

其中 &J 为二氧化硅在空气中的有效折射率，&J
$ 5

&%
$ ’% M &$

$ ’$；（%2代表二氧化硅，$2代表空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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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垂直沉积法制备 "#$! 胶粒晶体的透射光谱图

图 % 三维有序大孔聚苯乙烯的扫描电镜照片 （&）裂缝处；（’）表面大范围；（(）断面处；（)）表面局部放大

*+,-，!* . /+0,；"! . *，!! . /+!1，得 "2!*+%- 3 #（***）

". !4%$ 为面心立方机构中（***）面的面间距（$
为二氧化硅颗粒的直径，$ . %%/56）；!为入射光与

#（***）面法线之间的夹角，实际测量时此值为 / 度；"
为带隙的中心波长位置 3根据计算". 0!0+-/56，可

见计算值与理论值基本一致 3透射谱还表明，该胶粒

晶体的光子带隙位于可见光波段 3由于布拉格散射

作用，此结构在光照下呈现出角度依赖性的鲜艳颜

色，也说明模板结构的有序性 3
与传统的重力沉降法组装胶粒晶体相比，垂直

沉积法具有以下优点：*）组装模板时间较短，对于粒

径为 %// 56 左右的颗粒，垂直沉积法一般只需要 ,7
8 左右，这对于缩短实验进程，加快实验速度大有帮

助 3 !）垂直沉积法生成的胶粒晶体单晶面积大 3 %）垂

直沉积法生成的胶粒晶体长在玻璃基片上，这样对

于脆弱的胶粒晶体可以起到支撑的作用，从而宜于

进行表征；而且可以通过调整悬浮液的浓度、组装的

温度和湿度，或者改变插入悬浮液中载玻片的角度，

从而控制样品厚度［!!］3

!"#" !$%& 聚苯乙烯形态

样品经过去除模板以后，在布拉格散射作用下

也呈现色彩斑斓的光泽，经 "9: 表征可知是高度有

序的聚苯乙烯大孔材料（如图 %）3图 %（(）是一个大

范围的断面扫描图，可见二氧化硅去除非常彻底，上

侧是玻璃基片，下侧是网状结构的表面，因此可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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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构成模板的颗粒层数为 !! 层 " 由图 #（$），（%）可

见，所合成的多孔材料是模板的精确复制，其结构高

度有序，孔与孔之间由小孔窗相互连通，形成很好的

通道网络 "根据标尺的显示表明，孔的尺寸较组成模

板的二氧化硅颗粒尺寸有所缩小 "说明在干燥过程

中，聚苯乙烯存在收缩 "
研究表明先进行颗粒表面改性然后再进行组装

的技术路线是成功的 " 在改性过程中 &’(! 颗粒与

)*& 接触是在悬浮液中，&’(! 颗粒的周围被 )*& 的

溶液包围，所以在加热回流的情况下，&’(! 颗粒表面

的硅羟基（&’+(,）可以与 )*& 充分反应，改性非常彻

底而且均匀 " 对比而言，如果对组装好的 &’(! 模板

进行表面改性，则改性剂必须渗透到颗粒的间隙中

才有可能与 &’(! 颗粒表面发生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

容易发生改性剂渗透不完全，或者是改性剂过量而

造成模板孔道堵塞，都会导致模板改性的不彻底、不

均匀，从而影响苯乙烯的填充 "

- . 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以 )*& 改性的二氧化硅颗粒组

装的胶粒晶体作为模板，采用原位聚合法成功地制

备了三维大孔材料聚苯乙烯 "实验结果表明，对二氧

化硅颗粒进行先改性后组装的方法加快了苯乙烯的

填充，对于 #/(0 聚苯乙烯的制备不仅是可行的，而

且是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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