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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单晶和具有三明治结构的 ()&*+ 单晶,-.&*+ ,()&*+ 单晶试样为研究对象，测量了在室温到 !/# 0之间

升温过程和降温过程中这两种试样的热激发电流，仅在三明治结构试样中检测到了热激发电流 1随测量过程中升

温速率的增大，降温过程中的热激发电流逐渐减小 1认为热激发电流是由缺陷离子的扩散所引起，通过扩散活化能

的计算发现有两种缺陷参与了热激发电流的形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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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引 言

电介质材料由于热的作用而在外电路中形成电

流的现象和机理研究一直是电介质物理研究中的重

要内容 1一般认为，热释电效应中出现的电荷或电流

是热过程引起极化改变，从而对自由电荷的吸引能

力发生变化的结果 1属于具有特殊极性方向的 "# 个

极性点群的晶体或经过强直流电场处理的铁电陶瓷

和驻极体具有热释电性［"，&］1极化过程中注入的电荷

或者引起的极化也能造成热刺激电流［+］1有趣的是，

添加 -.&*+ 或 9:&*+ 的 ;<* 压敏陶瓷能从 $## 0附

近起产生热激发电流 1该热激发电流对于理解 ;<*
压敏陶瓷晶界势垒的形成及其势垒的稳定性具有重

要意义［$］，但由于 ;<* 压敏陶瓷是由半导电的 ;<*
晶粒和绝缘的晶界层组成的，故难以确定高温热激

发电流产生的机理 1
()&*+ 单晶具有刚玉型结构，为三方晶系，空间

群 !2
+",# +$% 具有对称中心晶体结构［/］，按照热释

电理论，当温度变化时没有热释电电流 1如果在单晶

之间夹以杂质薄层，高温下这些杂质离子可能在浓

度梯度的作用下扩散，形成可观测的热激发电流［$］1
因此，本文选择 ()&*+ 单晶［2］作为研究对象，制备了

()&*+ 单晶试样和在高温下烧结而成的具有三明治

结构的 ()&*+ 单晶,-.&*+ ,()&*+ 单晶试样 1研究了在

室温到 !/# 0之间升温过程和降温过程中这两种试

样的热激发电流的规律，探讨了其热激发电流的产

生机理 1这有助于理解 ;<* 压敏陶瓷的高温热激发

电流的形成原因和理解电介质晶体中缺陷运动的

规律 1

& 8 实 验

#()( 试样制备

样 品!,()&*+ 晶 体 为 刚 玉 型 结 构，晶 面 为

（###"），尺寸为 "# == > "# == > #8/ == 的正方形片

状 1在 ()&*+ 单晶端面上涂敷一层很薄的 -.&*+ 层，

叠放在一起，压紧烘干，并在压紧状态下以 "&## 0
的高温烧结 & ?，制成 ()&*+ 单晶,-.&*+ ,()&*+ 单晶的

三明治结构试样 1 在 ()&*+ 单晶试样和三明治结构

试样的两个端面涂敷 (@ 浆，在 /+# 0烧结 $# =.< 制

成烧 (@ 电极 1 ()&*+ 单晶试样和 ()&*+ 单晶,-.&*+ ,
()&*+ 单晶三明治结构试样示意图分别如图 "（A）和

（B）所示 1

#(#( 实验测试

当温度为 %"# 0时烧 (@ 电极会软化，故每次测

量的温度不高于 !/# 0，这可以保证烧 (@ 电极的完

整性、电极与引线之间良好的电接触，从而保证每次

热循环中测量的一致性 1 导线采用直径为 #8&/ ==
的镍铬导线，两根导线具有相同长度，以降低接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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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影响 !将引线压接到试样的烧 "# 电极上，保证

试样与引线之间的良好接触 ! 图 $ 为热激发电流测

量装置示意图，外接精度为 %&%’!" 的微安表测量

热激发电流，试样向上的面作为正极方向 !电阻炉内

的温度可以精确控制，温度的测量精度为 ( ’ ) !设
置升温速率为 * )+,-.，在 /0* )保温 ’% ,-.!然后随

炉降 温，从 /0* ) 下 降 到 *%% )，降 温 速 率 为 0—

* )+,-.!

图 ’ "1$20 单晶试样和 "1$20 单晶34-$203"1$20 单晶三明

治结构试样结构示意图 （5）"1$20 单晶试样，（6）"1$20 单

晶34-$203"1$20 单晶三明治结构试样

图 $ 热激发电流测量装置示意图

0& 实验结果

!"#" $%&’! 单晶试样和三明治结构试样的高温热激

发电流

比较了 "1$20 单晶试样和 "1$20 单晶34-$20 薄

层3"1$20 单晶三明治结构试样的高温热激发电流 !
"1$20 单晶试样在以 * )+,-. 的速率升温到 /0* )、

保温 ’% ,-. 以及随炉降温的整个过程中，外电路中

都没有观测到电流 !这与热释电理论的预计符合，没

有特殊极性方向的 "1$20 单晶不出现热释电 ! 而三

明治结构试样在同样的升温、保温和降温过程中，在

外电路中测量到了显著的热释电电流 ! 图 0 给出了

"1$20 单晶试样和三明治结构试样在升温过程对热

激发电流测量结果的比较 !

图 0 "1$20 单晶试样和三明治结构试样在升温过程中热激发

电流的比较

三明治结构试样在升温过程和降温过程中测量

到的热激发电流与温度的关系如图 7 所示 ! 从图 7
可以看到，升温过程中测量得到三明治结构试样的

热激发电流为负值，总的趋势是随着温度的升高电

流不断增大 !升温过程的热激发电流出现的温度为

8$% ) !从降温过程的热激发电流曲线可以看到，降

温过程的电流值与升温过程的电流值几乎相等，但

是方向相反 ! 电流为零时的电流终止温度点为 *7%
) !升温过程的电流起始温度（8$% )）高于降温过

程的电流终止温度（*7% )），差值为 9% )，这符合热

过程的一般规律 !
值得注意的是，在升温过程中热激发电流不稳

定、波动大 !这可能是由箱式电阻炉的可控硅电路和

加热部分对测量回路的干扰引起 ! 由于升温过程的

电流值与降温过程的电流值几乎相等，只是方向相

反，还由于降温方式为随炉降温，在降温过程中切断

了电源，避免了加热电源对测量的干扰，所以下面仅

给出降温过程的热激发电流测量结果 !

!"&" 热循环对三明治结构试样降温热激发电流的

影响

把一次完整的升温、保温和降温过程称为一次

热循环 !在每次热循环过程中，测量了降温过程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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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明治结构试样在升温过程和降温过程中的热激发电流

与温度的关系

释电电流 "热循环次数对三明治结构试样降温热激

发电流的影响如图 # 所示 "从图 # 可以看出，第一次

热循环时的热释电电流较小，第二次热循环时的电

流突然增大，然后随着热循环次数的增加，热释电电

流趋于稳定 "

图 # 热循环对三明治结构试样降温热激发电流的影响

!"!" 升温速率对三明治结构试样降温热激发电流

的影响

对于已经历了多次热循环、热激发电流基本稳

定的三明治结构试样，研究了升温速率对该试样降

温热激发电流的影响，结果如图 $ 所示 "从图 $ 可以

看到，在所研究的升温速率范围内，升温速率显著地

影响降温热激发电流 "随着升温速率的提高，热激发

电流下降，热激发电流终止温度向低温方向移动 "由
于试验中的降温速率保持一致，降温过程中的电子

电流应该不变，因此该电流不可能是电子的温差电

势电流 "据此可推测，该电流是缺陷离子在升温过程

中形成浓度梯度的结果 "随着升温速率的增大，越来

越多的缺陷离子不能跟上温度的变化，于是参与扩

散的缺陷离子数减少，导致降温过程中的热激发电

流也下降 "由于升温速率的增大，离子在温度场下受

到的驱动力增强，相同温度下离子的分布更加不均

衡，于是这些非平衡离子在降温阶段向平衡状态的

回归在较低温度下也可以实现，使热激发电流终止

温度向低温方向移动 "

图 $ 升温速率对三明治结构试样降温热激发电流的影响

!% 分析与讨论

在高温热过程中，&’()* 单晶试样无论在升温过

程中还是在降温过程中都没有检测到电流 "而 &’()*

单晶+,-()* 薄层+&’()* 单晶三明治结构试样无论在

升温过程中还是在降温过程中都检测到了热激发电

流 "所用的样品是没有任何电学经历的新鲜样品，不

存在电学弛豫现象，即不存在热刺激电流产生的条

件———高温下的极化，也就不可能是热刺激电流 "
三明治结构试样与 &’()* 单晶试样的唯一差异

是三明治结构试样中引入了 ,-()* "!+&’()* 具有刚

玉型结构，&’* . 占据 (/* 的氧八面体空隙，另外的0/*
氧八面体空隙空着 "离子半径为 1%01( 23 的 ,-* . 可

能进入由离子半径为 1%0*( 23 的 )(4 组成的氧八面

体，形成填隙缺陷 ,-5- ，即

,-()* !—"
&’()*

(,-5- . *
( )(# " （0）

但是，,-* . 相对于 )(4 组成的氧八面体还是比较大，

不容易进入 &’()* 单晶，因此会形成 ,-* . 的浓度梯

度 " ,-* . 的浓度梯度可能是造成三明治结构试样出

现高温热激发电流的原因 "
&’()* 单晶是良好的绝缘体，纯 &’()* 单晶的电

#6770( 期 李盛涛等：&’()* 单晶三明治结构的高温热激发电流



阻率在室温下为 !"!#!$%，在 !&"" ’下为 !"(!$%)
因此，在 &"" ’附近测量了三明治结构试样的电阻

与温度关系 )根据固体电介质离子电导的一般表达

式，电阻 ! 可表示为

! * !" +,-
!!

".
( )# ， （/）

式中 !" 为常数，!! 为电阻的活化能，". 为玻尔兹

曼常数，# 为绝对温度 )
根据（/）式，将电阻与绝对温度的倒数 # 0 !作图

如图 1 所示 )由此可以计算出三明治结构试样中离

子迁移的活化能!! * !2!&3 +4)

图 1 三明治结构试样的电阻与绝对温度倒数 # 0 !的关系

三明治结构试样的 56/78 晶体中杂质点缺陷在

升温过程中有向晶体内部扩散的趋势，而在降温过

程中有向晶体表面扩散偏聚的趋势 )因此可以推测，

高温热激发电流是由杂质点缺陷在升温过程或者降

温过程中的扩散所致 )下面仅研究降温过程中的热

激发电流 )这时的热激发电流，即扩散电流为

$ * %&’ 9(
9)， （8）

式中 $ 为电流，% 为试样面积，9( :9) 为在升温过程

结束时形成的可以扩散的某种杂质点缺陷浓度梯

度，’ 为点缺陷的扩散系数，

’ * ’" +,- 0 !".
( )# )

由于 9( :9) 与扩散系数的指数项相比可以忽略，于

是热激发电流与绝对温度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 * $" +,- 0 !$

".
( )# ，

因而

6; $ * 6; $" 0 !$

". #
， （3）

式中 $" 为常数，!$ 为电流的活化能 )
采用（3）式对图 < 中不同升温速率下三明治结

构试样降温热激发电流曲线进行处理，得到的拟合

结果如图 # 所示 )从图 # 可以发现，当升温速率为 !，

& ’:%=;时，可 用 一 条 直 线 拟 合；当 升 温 速 率 为

/" ’:%=;时，也可用一条直线拟合；但是当升温速率

为 !" ’:%=; 时，必须用折线拟合 )因此，升温速率为

!—!" ’:%=; 时，活化能!$5 * !28!8 +4；当升温速率

为 !"—/" ’:%=; 时，活化能!$. * "2&&( +4，如图 (
所示 )

图 # 不同升温速率下三明治结构试样的热激发电流对数 6; $

与绝对温度倒数 # 0 !的关系

图 ( 三明治结构试样的热激发电流活化能与升温速率的关系

如果有 * 种点缺陷参与扩散过程，那么（8）式

应当表示为

$ * !
*

+ * !
%&+’+

9(
9( )) +

，

其中 &+ 为第 + 种点缺陷的电荷，’+ 为第 + 种点缺陷

的扩散系数，
9(
9( )) +

为在升温过程结束时形成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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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散的第 ! 种点缺陷浓度梯度 !
在本文的研究工作中检测到两种点缺陷，热激

发电流与绝对温度 "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升温速率为 -—-% ./012 时，无论是活化能

高的点缺陷 #（!## " -34-4 &5）还是活化能低的点缺

陷 *（!#* " %3,,6 &5），随着温度的升高都能运动并

形成浓度梯度，而且降温过程中的热激发电流主要

是点缺陷 # 形成的浓度梯度的贡献 !当升温速率高

于 -% ./012 时，由于点缺陷 * 的扩散活化能低（!#*

" %3,,6 &5），只有点缺陷 * 能够运动并形成浓度梯

度 !因此，降温过程中的热激发电流主要是点缺陷 *
形成的浓度梯度的贡献 ! 当升温速率为 -% ./012
时，点缺陷 # 和 * 的贡献都能表现出来 !
!7#89:4 晶体的电导率主要来自于氧离子，分子

动力学计算结果表明其活化能约为 -3, &5［;］，与本

文计算的点缺陷 #（!## " -34-4 &5）相近 !因此，产生

热激发电流的缺陷可能是来自于晶界区域 :9) 和

*14 + 形成的浓度梯度 !

, 3 结 论

-）从室温到 ;,% .的温度范围内，#89:4 单晶不

存在热 激 发 电 流，而 具 有 三 明 治 结 构 的 #89:4 单

晶7*19:4 7#89:4单晶试样表现出显著的热激发电流 !
9）降温过程中的热激发电流随升温速率的增大

而减小，该电流不可能是电子的热电势电流，而是缺

陷离子所引起扩散电流 !
4）具有三明治结构的 #89:4 单晶7*19:4 7#89:4

单晶 试 样 中 存 在 # 和 * 两 种 缺 陷，活 化 能 分 别

为 -34 和%3< &5! 当 升 温 过 程 的 升 温 速 率 低 于 -%
./012 时，降温过程中的热激发电流主要由点缺陷

# 引起；而当升温过程的升温速率高于 -% ./012
时，降温过程中的热激发电流主要由点缺陷 * 引

起 !分析认为，缺陷 # 和 * 分别对应于晶界区域的

氧离子和铋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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