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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带电单分散聚苯乙烯胶体粒子，通过自组装机理，制备了体积百分比为 &*%+的具有多晶结构的胶体晶

体，并用 ,-../0 衍射技术和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分别对晶体的生长过程进行了监测 1通过对 ,-../0 的图像分析检测

不同阶段相应的晶格结构，发现胶体结晶过程晶体结构演变顺序为由液态—随机层结构—堆无序结构—面心立方

孪晶结构到面心立方结构 1定量地确定了结晶过程中晶体不同晶面的晶面间距和晶体的晶格常数，通过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测量的晶体透射谱图，计算得到 !!! 晶面的晶面间距和晶体的晶格常数，与用 ,-../0 衍射技术得到的结

果相一致，还发现随样品放置时间的延长，衰减峰变窄和加深，并向短波方向移动，对应着晶体的晶格常数减小的

现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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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胶体科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门

相对成熟的学科，然而传统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对无

序胶体体系的研究上 1近年来，人们开始了对有序胶

体体系的研究 1胶体晶体就是一种典型的有序胶体

体系，它是单分散的胶体颗粒在胶体中自组织形成

的有序结构［!］1事实上，自然界中也存在胶体晶体，

其中包括许多病毒以及由二氧化硅胶体球组成的美

丽的蛋白石 1
一般来说，单分散微米或亚微米颗粒，可以按照

面心立方（B@@）密堆积的模式形成胶体晶体，这种密

堆积的胶体晶体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应用 1例如，

在颗粒间的空隙中能充填各种物质（有机、无机、金

属或陶瓷等），因而胶体晶体可作为模板，制备各式

各样的多孔材料，并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制备有序

大孔材料的方法［#，5］1由于这类胶体晶体的重复周期

在微米、亚微米量级，可见光（&$$—2$$<8）可在其

中发生布拉格（CD9EE）衍射，使其呈现不同的颜色，

引出了这几年才出现的对光子纸等新型材料的研

究，并成为一个重要的仿生研究课题 1胶体晶体还与

光子晶体有密切关系，作为一种新型的光学材料，光

子晶体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光学器件和技

术［&，(］1在这类胶体晶体中，胶体粒子的体积百分比

比较高，接近于密堆积 1
对于体积百分比比较低的胶体（即本研究关注

的体系），也可以形成有序结构 1这就要求粒子表面

具有很高的表面电荷，颗粒之间呈现强静电排斥力，

抑止或冻结颗粒的布朗运动，使得胶体中的颗粒形

成长程有序结构 1此时的胶体粒子类似于原子晶体

中的原子，在各自的晶格点附近振动 1人们在研究中

发现，由胶体粒子组成的晶体与通常固态晶体的摩

尔弹性常数的大小十分接近，用摩尔表示的融解潜

热的量级也很接近，据此推测胶体粒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能应该与原子体系的有大小相同的量级 1因此

这类胶体晶体可以作为放大的晶体模型用来研究固

体晶体的成核和生长过程 1对于原子晶体来说，由于

原子分子太小，观察它们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十分困

难，而且成核过程的发生是在比 !$F !$ . 还小的时间

量级上，因此很难观察研究 1而对胶体晶体这个量级

可扩大到数分钟，甚至几小时的量级，对成核过程的

观察研究就成为可能 1由于胶体粒子比原子大得多，

在观察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分辩率都有几个数量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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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可以使用的测试手段就丰富得多，从而可以对

它们进行更方便、有效的研究，此外，胶体体系还呈

现了凝聚态物质的许多相态，胶体颗粒的尺寸大小，

表面性质，颗粒之间的相对作用力都可以人为地控

制和变化，因此胶体分散体系是研究液体、固体的有

序结构，相变及相稳定性的理想模型［!］"
对于体积百分比比较低的胶体形成的胶体晶

体，#$%&’()*++［,］对其结晶过程做了最早的研究，发现

颗粒之间的距离大于其直径的 - 倍，说明晶体的形

成是由于静电排斥力而不是由 .$% &’( /$$01 引力导

致的，2$3)415［6］等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胶体中离子强

度和胶体颗粒的体积分数对无序到有序相变的影

响，7*8$94 和 :*1)4;$9$［<，=>］用 ?*11’0 技术研究了胶

体晶体结构的演变规律 "然而，他们在文章中使用了

不同体系参数（如表面电荷密度，杂质离子浓度，粒

子大小，体积分数 "这些体系参数，都是直接影响晶

形和晶格常数的决定性因素）的样品，而对同一种体

系参数的样品，他们最多只观察了两步的结构转变，

而没有对同一种胶体形成的胶体晶体的结构变化做

长时间的系统跟踪观察 "这样，晶体结构的变化也有

可能是由于体系参数的不同而引起的，并不能完全

体现胶体晶体的结构随时间的演变过程 "另外，对于

同一种胶体晶体来说，在生长过程中，不仅晶体结构

发生变化，即使结构相同，其晶体的参数也会随时间

变化 "由于该文献使用的小球性质或者体积分数不

同，就无法对同一胶体晶体在生长过程中的晶体参

数的变化进行研究 "
本文针对同一种样品在特定的体积分数下（体

积百分比为 @A6B，具有高表面电荷的聚苯乙烯胶

体）形成的胶体晶体，利用 ?*11’0 衍射技术并结合透

射谱图分析对这一特定体积分数的胶体晶体的生长

过程进行了系统地跟踪观察和研究，不仅分析了晶

体生长过程中晶体结构的演变，而且还对不同晶面

间的晶面间距和晶格常数的变化趋势做了详细的讨

论，还对这两种不同的表征方法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实验结果显示了胶体晶体在生长过程中晶格常数不

断减小的现象 "

C A 实 验

!"#" 样品制备

胶体晶体的形成也就是胶体颗粒由无序排列向

有序排列转化的过程，它是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能

（!>）和热能（ "D #）共同作用的结果，当 !> E "D # 大

于某个临界值时，胶体颗粒由无序排列向有序排列

转化，对于在低离子浓度的水介质中的胶体颗粒，颗

粒之间的相互作用能（!> ）主要是屏蔽库仑势能

（:5F$G$ 势能）［==，=C］所引起的静电排斥力 " :5F$G$ 势

能的表达式为

$（ %）H $>
’IJ（K!%）

% " （=）

为了增加胶体颗粒之间的静电排斥力，一般可

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提高小球的表面电荷密度，二

是降低溶液中杂质离子浓度 "比如，在制备聚苯乙烯

小球时，调整苯乙烯磺酸钠用量，使小球带有比较多

的磺酸基，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小球的表面电荷密度 "
应用离子交换树脂等，可以减少胶体溶液中额外杂

质离子的存在 "杂质离子浓度的降低可以使得双电

层厚度变大，排斥力的作用范围加大，有利于在低体

积百分比的条件下形成有序结构 "
本实验以直径为 =L=%9，表面电荷密度为 !!ME

39C 的单分散苯乙烯E苯乙烯磺酸钠共聚微球为原

料 "将制得的聚苯乙烯颗粒经过去离子处理直至溶

液的电导降到很低 "处理后的聚苯乙烯悬浮液用去

离子水稀释至一定浓度，在放置聚苯乙烯悬浮液的

玻璃瓶中加入树脂（NO ->=PQ6（R））以去除悬浮液

中剩余的离子，聚苯乙烯悬浮液出现虹色后，将悬浮

液引入特制的玻璃样品池中（= S => S @-99）" 密封

后在室温下垂直放置，自组装形成胶体晶体 "

!"!" 实验原理和装置

CACA=A?*11’0 衍射技术原理

?*11’0 衍射技术是德国学者 ?*11’0［=L］在 =<L@ 年

对 M5 单晶进行衍射实验中发现的，他是用高能聚焦

电子束轰击 M5 单晶试样，在试样轰击点处产生一个

点发散 Q 射线源，样品中一些晶面与点发散 Q 射线

满足布拉格衍射条件，形成 ?*11’0 环 " M0$(F，25(& 和

N3F’(1*%［=@，=-］首先将 ?*11’0 衍射技术应用在胶体晶体

上，由于胶体颗粒的大小比原子大三个数量级，所以

利用激光为光源，经过小孔过滤，照射样品，在样品内

部（晶体的晶界处）的各向同性散射形成点发散光源，

样品中一些晶面与点发散光线满足布拉格衍射条件，

形成明暗曲线即 ?*11’0 环 "通过对 ?*11’0 图像的分析

可以得到胶体晶体的晶体结构，相变过程及晶体的晶

格常数等信息，因此对于单分散聚苯乙烯胶体乳液自

组装生长形成有序结构的研究，?*11’0 衍射技术是重

要的分析方法 "原理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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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衍射技术原理图（激光在样品内部的各向同性散射

形成点发散光源，布拉格角为!的光束产生衍射不能通过晶格，

在成像屏上形成 "#$$%& 环）

’(’(’("#$$%& 环观测装置

图 ’ 为 "#$$%& 环成像装 置 示 意 图，激 光 光 源

（)*："+,* - ./’01）穿过小孔（ ! - !(211）照在胶体晶

体的晶界无序区域，使得很细的一束激光发散形成

点光源，当试样中某一晶面满足衍射条件时，在成像

屏上出现 "#$$%& 环 3

图 ’ "#$$%& 环成像装置示意图

图 / 样品放置 / 天后的 "#$$%& 衍射图

/( 结果与讨论

样品刚放入样品池中，用 "#$$%& 衍射技术并没

有发现衍射图案，放入几天后在结晶的初期仅有一

个圆环出现（如图 /），它对应的是和激光入射方向

平行的倒易点阵矢量，这个圆环对应着是晶体生长

后期面心立方结构里的 !!! 晶面，根据公式 "#$% -
’&
"

4#$##$% ；!#$% -
!
"#$%

- %
#’ 5 $’ 5 %! ’

计算得出 !!! 晶

面 间 距 为 ’.’(’01，晶 格 常 数 为 6/7(8013 根 据

9+**%0［!:］在对无定型石墨结构研究中发现的随机层

结构，我们可以从实验得出的 "#$$%& 图像分析得到

胶体晶体呈现了随机层结构 3
样品放置 /! 天后，随着胶体有序度的增加，出

现了六条新的与 !!! 面衍射环相交的 "#$$%& 线，如

图 6 所示，图形为六重对称，符合面心立方结构特

征 3对应晶面的密勒指数分别为 ’22，’22;，22’，22’;，
2’2，2’2;，其 中 ; 代 表 对 应 的 孪 生 晶 面 3 根 据

<#$=,>+1+ 提出的三点法对图像进行分析，（结果见

表 !）得到 !!! 面的晶面间距为 ’.2(’01，由此算出

晶体的晶格常数为 6//(/013同时，计算得到的 ’22，

’22;，22’，22’;，2’2，2’2; 晶面间距大致相等，根据它

们计算得到的晶格常数的平均值为 6/.(?01，这一

结果和由 !!! 面衍射环算出的晶格常数几乎相同，

进一步证明了六条对称曲线对应的晶面为 ’22，

’22;，22’，22’;，2’2，2’2; 晶面 3 根据 "#$$%& 图像可以

判定胶体晶体已经形成了堆无序结构，即二维六角

密堆积层 ’，( 和 ) 层以一定的随机性排列［!?］3
样品放置 /7 天后，图形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只

是六条对称曲线向 !!! 圆环外移动（见图 .），表明

胶体晶体依然是堆无序结构，由图计算发现 !!! 面

的晶面间距减小为 ’67(.01，晶格常数为 6’7(8013
根据 ’22，’22;，22’，22’;，2’2，2’2; 晶面间距计算得

到的晶格常数的平均值也减小为 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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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样品放置 "# 天后的 $%&&’( 衍射图

图 ) 样品放置 "* 天后的 $%&&’( 衍射图

图 * 样品放置 )# 天后的 $%&&’( 衍射图

样品放置 )# 天后，我们发现六条对称曲线已经

移至 ### 圆环外（见图 *），由图计算发现 ### 面的晶

面间距继续减小为 +"*,-./，晶格常数为 !#0,+./1
根据 +00，+002，00+，00+2，0+0，0+02 晶面间距计算得

到的晶格常数的平均值进一步减小为 !0-,)./1

图 3 表示的是样品放置 ** 天后，胶体晶体的衍

射图像，由图可以看出 $%&&’( 图像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原先六条对称曲线内分别有新的 $%&&’( 线产生，

它们 同 样 呈 六 重 对 称，对 应 于 等 效 晶 面｛###｝和

｛#
—

##｝，这里下划线代表孪生等效晶面，对图分析得

#3#*## 期 刘 蕾等：带电胶体粒子结晶过程的实验研究



图 ! 样品放置 "" 天后的 #$%%&’ 衍射图

出 ((( 面的晶面间距为 )*)+),-，由此算出晶体的

晶格常数为 ./)+),-0 根据｛)//｝，｛)//｝晶面间距计

算得到的晶格常数的平均值为 .(.+(,-，和由 (((
面算出的晶格常数有微小的差异 0同时，由图 ! 算出

的｛(((｝和｛(((｝晶面的晶面间距也几乎相等，根据

它们得到的晶格常数的平均值为 *12+!,-，这比由

((( 面算出的晶格常数略小 0 根据晶体的 #$%%&’ 图

像可 以 进 一 步 判 定 晶 体 生 长 成 面 心 立 方 孪 晶 结

构［(3］，即二维六角密堆积层 !，" 和 # 层以 !"#!"
#"!#"!⋯一定的规律性排列 0

表 ( 不同时间下样品的晶格常数和结构

样品序号 455 晶面 晶面间距6,- 晶格常数6,- 结构

(（* 天） ((( )2)+) .*"+3 随机层结构

)（*( 天） ((( )2/+) .**+* 堆无序结构

｛)//｝，｛)//｝ )(!+3 .*2+1

*（*" 天） ((( )."+2 .)"+3 堆无序结构

｛)//｝，｛)//｝ )(/+2 .)(+(

.（2( 天） ((( )*"+3 .(/+) 堆无序结构

｛)//｝，｛)//｝ )/.+1 ./3+2

2（"" 天） ((( )*)+) ./)+) 面心立方孪晶

｛)//｝，｛)//｝ )/!+( .(.+( 结构

｛(((｝，｛(((｝ )))+! *12+!

在用 #$%%&’ 衍射方法研究晶体内部结构的同

时，我们还利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处于生长不

同时期的胶体晶体进行光谱扫描（.//—3//,-），见

图 1，由图可知，在生长初期，样品在 "!/,- 处有一

个衰减峰（!7），它对应于胶体晶体 ((( 晶面上的

89:;; 衍射 0 89:;; 定理表明，在法线上，!7 < )$& = %，

其中 % 为晶面间距，$& 为胶体晶体的有效折射率，

$& 与晶体的体积分数"有关，可由公式 $& < (+**)
> /+)"1 = (/)" 算出 0 由样品衰减峰位置的波长可

判断晶体刚形成阶段 ((( 面的晶面间距为 )2*,-，

晶体的晶格常数为 .*1,-0 随着样品放置时间的延

长，衰减峰变窄和加深，说明晶体中的缺陷越来越

少，改善了晶体的光子带隙特征，而衰减峰的位置也

向短波方向移动，对应着晶体的晶格常数的减小，一

个多月后 ((( 面的晶面间距和晶格常数分别减少为

).!,-，.)1,-0这一结果给出的晶格常数与用 #$%%&’
线计算出的结果基本相当 0

#$%%&’ 线和分光光度计的实验结果显示了晶体

的晶格常数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减小，晶体中的缺陷

也在不断减少 0这些结果表明，在晶体生长初期，形

成有序结构的粒子较少，粒子之间的距离比较大，导

致晶格常数也大，此时很多粒子并未达到平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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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中有较多的缺陷；随着放置时间延长，一部分起

初未形成有序结构的粒子也逐渐参与到有序结构

中，使胶体晶体中晶面间距缩小，同时有越来越多的

粒子达到平衡位置，有序化程度提高，减少了晶体内

部的缺陷，致使 !"#$$ 衍射峰蓝移和 %&’’() 图像中

｛*++｝，｛*++｝晶面的 %&’’() 曲线的外移 ,

图 - 样品的透射率.波长光谱图（! 为 / 天后样品；" 为 0 天后

样品；# 为 1 天后样品；$ 为 20 天后样品；% 为 /+ 天后样品；&
为 /3 天后样品）

表 * 最近邻胶体粒子之间的距离（’）和晶格常数（(）的实验和理论值

理论值 2 理论值 * 实验值 2 实验值 *

’456 /*073 /207+—83+7+ /+-79—*-878 /+971—/+*73

(456 83+73 8807+—30+73 8/379—8+*7* 8/-7+—8*-7+

表 * 给出了样品最近邻胶体粒子之间的距离

（’）和晶格常数（(）理论值和实验值，其中实验值 2
是利用 %&’’() 技术测量得到的值，而实验值 * 是利

用透射光谱法测量得到的 , 对于规则排列的面心立

方结构晶体，由于一个立方晶胞中含有 8 个粒子，因

此可推导出公式 ’ 4) : 27-2! ; 24/，其中 ’ 是最近邻

胶体粒子之间的距离，) 是粒子半径，! 是胶体粒

子的体积分数，理论上估算出样品最近邻胶体粒子

之间的距离为 /*07356，晶格常数（(）为 83+7356，在

表 * 中以理论值 2 表示，这一结果比实验值稍大，说

明胶体在形成有序结构时在有序区域粒子之间距离

的缩小，相应的在无序区域粒子之间距离变大，有可

能是由于颗粒之间不仅存在着强的静电排斥力还有

一定的长程弱吸引力的影响［*+］, <’=>?#@# 等讨论了

双电层厚度是形成胶体晶体的关键因素［*2］，理论值

* 表示的是通过双电层厚度算出的颗粒之间的有效

距离（’(AA），这里 ’(AA : *（ *BC D )），*BC是颗粒的双电

层厚度，) 是颗粒的半径 , 如果用 ’ 代表粒子间的

真实距离，当 ’(AA! ’ 时，胶体颗粒呈气态分布；’(AA

"’，胶体颗粒呈液态分布；’(AA# ’，胶体颗粒形成

有序结构，晶体形成［**］, 我们根据测得的样品电导

率（37+!E4F6 左右），计算得到的样品中杂质离子的

浓度，代入公式 *BC :
+*$,-.*

-

"/!
( )0

; 24*

可以算出胶体

颗粒的双电层厚度，其中 + 是一个电子的电量，,-

是溶液中 - 离子的浓度，.- 是 - 离子价数，"是介质

的介电常数，/! 是玻尔兹曼常数，0 是温度 ,由计算

得到的双电层厚度进一步得到颗粒之间的有效距

离，也就是表中的理论值 *7 因为考虑到样品放入离

子交换树脂后，样品的电导率有可能在测得的样品

电导率和去离子水的电导率之间变化，因此我们算

出的颗粒之间的有效距离的取值在一定范围内，对

比理论值 * 和实验值，发现理论值 * 也比实验值大，

说明胶体颗粒能够形成有序结构 ,

8 7 结 论

本研究利用单分散聚苯乙烯胶体乳液的自组装

生长技术制备了体积百分比为 87-G的胶体晶体，

借助 %&’’() 衍射技术和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分别对

晶体的生长过程进行了检测 , 通过 %&’’() 衍射技术

发现胶体结晶过程晶体结构演变顺序为液态—随机

层结构—堆无序结构—面心立方孪晶结构—面心立

方结构 ,本文还利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晶体不

同阶段的透射率曲线进行测量得到了晶体的晶格常

数，和用 %&’’() 线计算得到的结果相一致 ,这两种实

验方法的结合还显示了晶体的晶格常数在生长过程

中不断减小，晶体中的缺陷也在不断减少 ,说明晶体

生长过程中，形成晶体的粒子数目在增多，有越来越

多的粒子达到平衡位置，减小了晶格常数，并减少了

晶体的缺陷 ,可以看出，%&’’() 线和分光光度计的结

合可以对胶体晶体生长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各种晶体

参数进行有效的监测，是研究胶体晶体生长的有效

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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