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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钛酸锶及其掺杂物的制备与表征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ano－stronsium
Titillate and Its Superficiality

该论文为硕士学位论文，于1999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完成。
该论文采用溶胶－凝胶方法，从 Sr （ AC）2-T i（ OC4H9）4-H2O-isoC3H7OH 体系中合成了钛酸锶粉末，研究

了影响形成钛酸锶凝胶的因素及最佳条件，如反应物、溶剂等；以 Co（ AC）2、Zn（ AC）2、Mg（ AC）2、Ca（ AC）2、Pb
（ AC）2、Y2O3、La2O3、Nb2O5为掺杂物。 对 SrT iO3进行了掺杂研究；以 Y2O3为掺杂物，对（ Sr，Pb） T iO3进行了
掺杂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钛酸锶凝胶的形成归因于 T inO2n－（ x＋y） ／2（ OH） x （ OC4H9） y 的形成，并且锶离子和醋酸
根离子是均匀地分散于凝胶基体形成的空间网络结构之中的。在热处理过程中，当温度为500°C 时，钛酸锶凝
胶中开始有立方晶相的 SrT iO3生成，反应在800°C 基本完成；由 scherrer 公式计算，粒径在47．1nm 到49．
7nm 之间。 以醋酸盐为掺杂物所制得的样品形貌与纯钛酸锶类似，颗粒近似呈球形，粒径约为50nm，主相是
SrT iO3；以氧化钇为掺杂物所制得的样品形貌与钛酸锶截然不同，颗粒大幅度增大，明显呈六边形，粒径约为
250nm。 各样品的阻温曲线显示，室温电阻率可达106Ω·cm。 当 x 在0．1～0．3之间时，Sr1－xPbxT iO3的阻温
特性曲线与 SrT iO3的阻温特性曲线相似；掺杂 Y2O3后，（ Sr，Pb） T iO3的阻温特性由原来的 PT C-NTC 特性
转变为 PT C-NTC-PT C 特性，并且电阻率也明显比原来降低；以 SrT iO3为基体，以 Y2O3为掺杂物，当掺杂量
为3．54％（ Y％）时，样品的阻温特性曲线与纯 SrT iO3的阻温特性曲线相近；以 SrT iO3为基体，以 La2O3为掺
杂物，当掺杂量为1．23％（ La％）时，样品的阻温特性曲线与纯 SrT iO3的阻温特性曲线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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