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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正电子手段研究新型多功能材料 ()$*+ ,- 纳米管核壳结构纳米纤维的内部电子结构，通过测量和分析正

电子湮没寿命谱和符合双多普勒展宽谱，发现在这种材料中部分正电子在 ()$*+ 内部的单空位中发生湮灭，部分

正电子在 ()$*+ 的微空洞中发生湮灭，部分正电子在壳层碳纳米管中湮灭 .并估算了各个部分的湮灭比例，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 ()$*+ ,- 核壳型纳米纤维内部的微观电子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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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正电子 )A 是电子的反粒子，是通过原子核的正

!衰变释放出的，)A 和物质中的 ),相遇时会发生湮

没现象 .正电子湮没技术由于其对固体材料内部的

结构缺陷、电子结构以及相变的敏感性，在固体材料

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起众多材料科

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兴趣 .成为凝聚态和材料物理领

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当正电子入射到物质中，它很

快和材料中电子发生湮没，大多数情况下放出两个

能量为 %@/!! B)C 的"光子，

)A A )D" #".
发生湮没的电子,正电子对的运动会造成湮没

辐射的多普勒展宽 .晶格中的空位、位错等缺陷往往

带有等效负电荷 .由于库仑力，正电子容易被这些缺

陷捕获 .因此，可以通过分析正电子湮没多普勒展宽

能谱在低动量端或者高动量端曲线的不同来获得正

电子与价电子（低动量端）或者正电子与内层电子

（高动量端）湮灭的情况 .正电子与不同元素或者同

一元素不同化学环境中的原子外层的电子发生湮

灭，得到的多普勒展宽谱形状是不一样的，通过分析

和对比谱形，我们就可以得到正电子在样品内部的

湮灭信息，从而为我们分析物质内部的结构及其电

学性质提供参考 .
最近，磁性纳米 ()$*+ 粒子已在许多领域得到

广泛的应用 .如在磁记录材料方面，磁性纳米粒子

可望取代传统的微米级磁粉，用于高密度磁记录材

料的制备［#］. 在生物技术领域，用磁性纳米粒子制

成的磁性液体可用于磁性免疫细胞分离［$］，另外磁

性纳米级粒子可用于核磁共振的造影成像［+］，以及

药物释放控制［/］等 .本文所研究的核壳型材料由于

碳的阻隔作用可使 ()$*+ 纳米粒子的团聚大大改

善，同时由于纳米 ()$*+ 纤维被碳纳米管所包覆，它

的抗腐蚀性能得到极大改进，提高了在空气中的稳

定性 .因此，()$*+,- 纳米管的核壳结构是未来纳米

材料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

# @ 实 验

*+,+ 材料的制备

把 #@% 9（E’F）二茂铁和 ’@% 9 干冰（EE@EF）放

入容量为 #%@% 2G 的高压釜中，在 +%% H高温下煅

烧 ’%% 248，然后冷却到室温并放出多余的 -*#，就

得到深棕色的绒状产物 .依次再用甲苯和乙醇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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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 !!"#下烘干就得到样品 $%&’()* 核壳结构

纳米纤维（*+,!）-其中部分 *+,! 样品用热的稀盐

酸和冰乙酸在高压釜中洗掉 $%&’(，重复多次，得到

纯的碳纳米管（*+,.）-由图 ! 可以看出，*+,! 的内

径约为 (" /0，外径约为 !"" /0，并且内芯 $%&’( 是

连续的；而 *+,. 不含 $%&’( 成分 - $%&’( 纳米颗粒

（123，*+,&）购买自 4567 公司，平均粒径为 (" /0-
三种样品分别用液压机进行压片处理，压片直径为

! !8 00，压强均为 &19 +:7，详见表 ! -

表 ! 样品信息

编号 样品 压片直径;00 压强;+:7 厚度;00 备注

*+,! $%&’()* 纳米纤维 !8 &19 !<" 未用 =*5 洗涤

*+,. 碳纳米管 !8 &19 !<" 已用 =*5 洗涤

*+,& 纯 $%&’( 纳米颗粒 !8 &19 !<" 购自 4567 公司

图 ! 透射电子显微图像 （7）*+,! 的场发射扫描和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图像，（>）*+,. 的透射电子显微图像［9］

!"!" 实验方法

本实验采用的是.. ?7 正电子源，测量时把.. ?7
源夹在两个相同的样品圆片之间，即“样品)源)样
品”的三明治式夹馅结构 -用美国 ’@AB* 公司的正

电子湮没寿命谱（:4,C ）仪在室温进行 :4,C 测量，

它的分辨率（$D=+）为 .!" EF，道宽为 .(<G EF，采用

快)快符合系统，监测..?7 衰变中伴随正电子产生的

!<.2 +%H 的!光子作为起始信号，监测正电子在样

品中湮灭所产生的 "<8!! +%H 的!光子作为结束信

号 -每个谱测量 G."" F，全谱总计数达到 !"9 以上，然

后用 :4A$IA 程序包对正电子寿命谱进行多寿命成

分数据处理［G］-
符合双多普勒展宽谱（*JKC）的测量采用我们

实验室组建的用两个相距 &" L0 相对 !2"M的高纯锗

探头组成的数字化 *JKC 谱仪，详见参考文献［2］-

每个 *JKC 在室温下测量 .( N，重建的去除本底的

湮灭谱线的计数为 . O !"G 左右 -

& < 结果与讨论

纳米材料的界面存在大量缺陷，一般分属三种

类型：一种是接近单空位尺寸的缺陷，对应于"! 成

分；一种是由多个纳米颗粒界面围成的微空洞［1］，对

应于".成分；最后一种是较大的微空洞，在它的表

面可以形成正电子偶素，对应于长寿命成分"&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样品的正电子寿命值

有两成分，短寿命成分"!（!21 EF）对应的应该是正

电子在纳米 $%&’( 颗粒的单空位中湮灭的寿命，长

寿命成分".（&9( EF）对应的应该是正电子在纳米颗

粒表面湮没的寿命 -碳纳米管材料中一般没有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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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正电子湮没寿命

样品 第一寿命!" #$% 第二寿命!! #$% 平均寿命!& #$% 相对强度 !" #’ 相对强度 !! #’

()*" "+, - ". /./01 - 2 /!+02+ "10+ - "03 +&0! - "03

()*! /.1 - , — — "&& —

()*/ "+1 - "! /.20! - , /"/0!! !10" - !0" 3&01 - !0"

于皮秒形成的长寿命成分［""］，所以在表 ! 中找不到

一般纳米材料中寿命值达到微秒量级的第三寿命成

分 4洗净管子内部 56/72 纳米颗粒的多壁 ()*! 只有

一个 /.1 $% 的寿命成分，与文献中测得的纯多壁碳

纳米管的正电子寿命值 /,&—2&& $% 一致［"!—"2］4 当

多壁碳管管内充满 56/72 颗粒时，()*" 样品的正电

子寿 命 值 有 两 个 成 分，分 别 是 "+, 和 /.2 $%4 从

()*!，()*/ 的分析，我们得到短寿命成分（"+, $%）
对应的应该是正电子在 56/72 纳米颗粒单空位中的

寿命，也就是说正电子可以进入到多壁碳纳米管的

管内并在热扩散中被管内 56/72 纳米颗粒内部的单

空位捕获而发生湮没；长寿命成分中有与单空位湮

没同时存在的纳米颗粒表面的湮没，也可能有正电

子在多壁碳纳米管中与碳原子的电子发生的湮没，

或者两者兼有 4为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测量了

三个样品的 (89:，并对测量数据做商谱处理，结果

见图 ! 4
从 / 个样品（()*"，()*!，()*/）的双多普勒谱

中我们可以看到，图 !（;）中 ()*" 与 ()*/ 的多普

勒曲线形状相似，而 ()*/ 是纯 56/72 纳米颗粒，说

明在这两种材料中与正电子发生湮灭的电子都处在

相似的环境中，也就是说两种材料有着相似的化学

组分，所以得到结论，两种材料中的 56/72 成分参与

了正电子的湮灭，并占主导地位 4但两个样品的曲线

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说明在 ()*" 样品中的碳纳米

管成 分 也 显 著 参 与 了 正 电 子 的 湮 灭 4 图 !（<）中

()*! 样品与纯碳纳米管的 ()*" 样品的多普勒数

据商谱的巨大起伏也显示，在 ()*" 样品中正电子

不仅与碳纳米管成分湮灭，很大一部分正电子也与

56/72 成分发生了湮灭 4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管内部含有 56/72 的

碳纳米管中，正电子会发生 / 种情况的湮没，一部分

正电子被 56/72 中的单空位捕获并发生湮没，一部

分正电子在 56/72 成分纳米表面发生湮没，还有一

部分正电子与多壁碳纳米管中的碳原子的电子发生

湮没，根据文献［",］中的讨论，这部分正电子与多壁

图 ! 符合双多普勒展宽谱（(89:）（;）()*" 和 ()*/ 对单晶

硅样品做的商谱，（<）()*! 对 ()*" 做的商谱

碳纳米管的管外面的电子湮没 4我们假定多壁纳米

管内部的 56/72 成分与纯的 56/72 纳米颗粒的内部

缺陷类型及体表比接近，而且多壁碳纳米管内管壁

与 56/72 纳米颗粒的外表面足够远，也就是说多壁

碳纳米管的内表面的电子与原子排布不影响 56/72

成分纳米表面附近的电子和势能分布，则在 ()*"
中多壁碳纳米管内部的 56/72 成分纳米表面湮没的

强度与在纳米颗粒内部单空位处湮没的强度之比应

该和 ()*/（纯的 56/72 纳米颗粒）表面处湮没强度

与内部单空位处的湮没强度之比相等，于是根据表

! 我们得到正电子在多壁碳纳米管内部的 56/72 纳

米颗粒表面湮没的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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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0/,）1 ,0/23 % 42/&43 5
那么 ’(), 样品中第二寿命成分中与多壁碳纳米管

的碳原子的电子湮没的强度为

!&（’(),）6 ! !"#$ % 2./&3 6 42/&43 % *,/073 5

4 / 结 论

通过测量和分析新型多功能材料 89*:4;’ 纳米

管核壳结构纳米纤维的正电子湮没寿命谱（<=)>）

和符合双多普勒展宽谱（’?@>），发现在这种材料中

一部分正电子在 89*:4 内部的单空位中发生湮灭，

对应的正电子寿命值为 ,2A B! 左右；一部分正电子

在 89*:4 的微空洞中发生湮灭；还有一部分正电子

在壳层碳纳米管中湮灭 5后两部分正电子寿命值接

近，都为 *7. B! 左右，使得测量得到的最终寿命值有

两个成分 5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在不同类型区域发生

湮灭的正电子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89*:4;’
核壳型纳米纤维内部的微观电子结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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