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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ＣＯ２气体抗溶剂法（ＧＡＳ）对奥克托今（ＨＭＸ）重结晶细化过程进行了研究。运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了压力为
１０～３５ＭＰａ条件下，ＨＭＸ在 ＣＯ２丙酮体系中的过饱和度，进而利用成核速率方程计算得到了 ＨＭＸ的成核速率。利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ＳＥＭ）表征了 ＨＭＸ样品形貌，通过扫描电镜照片统计分析，得到了 ＨＭＸ粒子平均粒度及粒径分布。结果表明，随着压力
的升高，ＨＭＸ在 ＣＯ２丙酮体系中过饱和度逐渐增加，表现出非常高的成核速率，可以达到 １０

２４
数量级。不同压力下所得 ＨＭＸ粒

子形貌、粒度及粒径分布也有较大差别。从成核速率角度进行理论分析，表明高压条件（３５ＭＰａ）相对低压条件（５～１５ＭＰａ）而
言，能量更多的消耗在成核阶段，从而有利于形成形貌规整、粒度小、粒径分布较窄的 ＨＭＸ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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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是指将 ＨＭＸ溶于有机

溶剂中形成溶液，ＣＯ２作为抗溶剂通入溶液中，ＣＯ２
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很大而 ＨＭＸ在 ＣＯ２中又几

乎不溶，这样 ＣＯ２会使有机溶剂体积膨胀，内聚能降
低，溶解能力下降，从而使 ＨＭＸ以超细微粒形式析
出。目前，国内外关于 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的研
究较多。Ｐｏｕｒｍｏｒｔａｚａｖｉ［１］和 Ｒｅｖｅｒｃｈｏｎ［２］等均对国

外 ＧＡＳ法细化 ＨＭＸ研究水平进行了综述，指出国外
研究人员已经将 ＨＭＸ细化到亚微米级甚至纳米级，
国内高振明等

［３］
亦将 ＨＭＸ细化到纳米级。随着 ＧＡＳ

工艺的不断拓展，ＧＡＳ在应用领域上不断拓宽，在过
程和方法上亦有许多创新，派生出许多与 ＧＡＳ相关联
的抗溶剂技术，如超临界流体抗溶剂技术（ＳＡＳ）、压缩
流体抗溶剂沉淀技术（ＰＣＡ）等。这些技术本质上是
相同的，只是 ＣＯ２溶入溶液的过程不同而已

［４］
。Ｋｉｍ

等
［５］
分别以二甲基亚砜、Ｎ，Ｎ二甲基甲酰胺、环己

酮、丙酮、Ｎ甲基吡咯烷酮为有机溶剂，利用 ＳＡＳ法制

备了１０μｍ左右的 ＨＭＸ微粒，并考察了不同溶剂对
ＨＭＸ微粒尺寸和晶体形貌的影响。Ｔｅｉｐｅｌ等［６］

利用

ＰＣＡ法，在压力 ２０ＭＰａ，温度 ３１３Ｋ下，成功制备出
平均 粒 径 ２．３ μｍ 的 超 细 ＨＭＸ微 粒。蔡 建 国
等

［３，７－９］
研究了 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温度对晶体

形貌的影响，如何对晶体形貌进行控制以及预膨胀压

力、丙酮溶液初始浓度、取样停留时间等因素对 ＨＭＸ
粒度和晶体性质的影响。

　　从国内外利用 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的研究
来看，人们关注的是 ＨＭＸ粒子粒度大小、粒径分布、
颗粒形貌以及影响的因素。研究发现，温度、压力、溶

液初始浓度以及超临界流体进气速率等因素对粒度、

粒径分布、颗粒形貌有较大影响。逐本溯源，这些因素

是通过影响溶液过饱和度及产生过饱和度速率变化而

起作用的
［８］
。过饱和度影响 ＨＭＸ的成核速率，成核

速率又是决定晶体粒度、形貌和粒度分布的主要动力

学因素。因此测定溶液过饱和度就可以利用成核速率

方程计算得到 ＨＭＸ的成核速率，从而可以进一步探
讨成核速率与晶体粒度、形貌和粒度分布之间的关联。

本文采用取样管取样，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 ＧＡＳ法重
结晶细化 ＨＭＸ溶液平衡浓度，进而得到溶液过饱和
度，利用成核速率方程得到了 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的成核速率，并用扫描电镜观察 ＨＭＸ粒子形
态，从已得到的成核速率角度建立与 ＨＭＸ粒子粒度、
粒径分布、颗粒形貌的关系并解释了不同压力下粒度、

２３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５，２０１０（５３２－５３７） 含能材料 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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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分布及颗粒形貌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试剂与仪器
　　试剂：ＨＭＸ，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提供；丙酮、乙
腈等溶剂，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出品。

　　仪器：ＴＵ１９００型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生产；Ｑｕａｎｔａ２００
型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荷兰 ＦＥＩ公司生产，测样条件
为高真空模式。

２．２　实验过程
　　如图１所示，实验装置主要包括：ＣＯ２钢瓶、高压

注射泵、带视窗高压反应釜、注射器、加热系统（加热

棒）、温度控制系统以及测定过饱和度用取样管。反

应釜温度由加热棒加热、温控系统控温，精确度为

±０．２℃，高压反应釜压力由进气阀调节控制，压力传
感器显示。

图１　ＧＡＳ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实验装置原理图

１—ＣＯ２钢瓶，２—高压注射泵，３—气体缓冲罐，４—注射器，

５—高压反应釜，６—加热棒，７—温度控制系统，８—取样管，

９—分离装置，Ｖ１～Ｖ１１—阀门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ｏｆｒ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ｉｎｇ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ＨＭＸ

ｂｙＧＡＳ

１—ＣＯ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２—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ｕｍｐ，３—ｇａｓｂｕｆｆｅｒ

ｔａｎｋ，４—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５—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ｖｅｓｓｅｌ，６—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ｏｄ， 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８—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ｕｂｅ，

９—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Ｖ１～Ｖ１１—ｖａｌｖｅｓ

　　实验时，先用 ＣＯ２置换高压反应釜内空气，维持
釜内 ＣＯ２压力与外界大气压力平衡，用注射器吸取一
定量的 ＨＭＸ丙酮溶液注入高压反应釜中，加热棒加
热反应釜升至预定温度，开启高压注射泵向釜内充入

ＣＯ２，这时釜内丙酮开始吸收 ＣＯ２，体积迅速膨胀，溶
解能力下降，通过视窗可见釜内溶液变浑浊，ＨＭＸ开

始沉析结晶。气体充至预定压力后平衡数分钟，保持

压力、温度恒定，静置２０ｍｉｎ确保溶液中析出的 ＨＭＸ
粒子完全沉析下来，此时 ＨＭＸ丙酮溶液浓度为平衡
浓度 Ｃｅ。用取样管取样，取样完毕将取样管从高压反
应釜上卸下接到烧杯中，打开取样管一端阀门放气，烧

杯中收集 ＨＭＸ丙酮溶液，放气完毕后用丙酮溶剂洗
涤取样管２～３次，洗涤液一并转移至烧杯中，将烧杯
放置于电热炉上低温蒸发掉丙酮，将结晶出来的 ＨＭＸ
用乙腈溶解，溶解液转移至容量瓶中定容，配置成

ＨＭＸ乙腈溶液。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 ＨＭＸ乙腈
溶液浓度，进而可以计算得到 ＨＭＸ丙酮溶液平衡浓
度。取样完毕打开放气阀收集 ＨＭＸ微粒。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ＨＭＸ丙酮溶液平衡浓度 Ｃｅ的测定
３．１．１　紫外分光光度计参比溶剂选择
　　由于取样管所取溶液为高度过饱和 ＨＭＸ丙酮平衡
浓度的溶液，溶液中仅含有微量 ＨＭＸ溶质，可以选择灵
敏度很高的紫外分光光度计实现平衡浓度精确测量。但

是ＨＭＸ中—ＮＯ２紫外光摩尔吸收系数较小，属于弱紫
外吸收，而且丙酮对紫外光有一定吸收，直接利用紫外分

光光度计对ＨＭＸ丙酮溶液进行测量，容易受丙酮溶剂背
景吸收干扰（丙酮紫外光截止吸收波长为 ３３０ｎｍ，而
—ＮＯ２ｎ→π

跃迁吸收波长在２１０ｎｍ）［１０］，测量时会产

生较大误差。据文献报道
［１１］
，乙腈是一种溶解 ＨＭＸ的

良溶剂，它的紫外截止吸收波长为１９０ｎｍ，因此选择乙腈
作ＨＭＸ的溶解剂和参比溶剂，确保—ＮＯ２不受纯溶剂
紫外背景吸收干扰，实现准确测量。将ＨＭＸ丙酮溶液中
的丙酮蒸发除去，用乙腈重新溶解 ＨＭＸ配制成 ＨＭＸ乙
腈测量溶液，并以乙腈作参比溶剂，对 ＨＭＸ乙腈溶液进
行光谱扫描，结果如图２所示。
　　从图 ２看出，ＨＭＸ乙腈溶液分别在波长 １９９和
２２６ｎｍ处有紫外吸收峰。波长２２６ｎｍ处吸收峰比较宽
且处于乙腈最大截止吸收波长之外，因此选取２２６ｎｍ处
作为测定ＨＭＸ乙腈浓度吸光度标准曲线的吸收波长。
３．１．２　ＨＭＸ乙腈浓度吸光度标准曲线绘制
　　准确称量 ＨＭＸ加入到烧杯中，用乙腈完全溶解
后转移至 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稀释、定容。从中取出
２５ｍＬ再转移至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定容后用移液管分
别吸取１，２，３，４，５，６，７ｍＬ溶液于 ５０ｍＬ容量瓶中，
配制成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４μｇ·ｍＬ－１标准溶液。
２２６ｎｍ紫外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得 ＨＭＸ乙腈溶液标

３３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含能材料 ２０１０年　第１８卷　第５期　（５３２－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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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２　ＨＭＸ乙腈溶液紫外吸收曲线 （７μｇ·ｍＬ－１）

Ｆｉｇ．２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ＨＭＸ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７μｇ·ｍＬ－１）

图３　２２６ｎｍ处不同浓度 ＨＭＸ乙腈溶液标准曲线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ＭＸ

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２２６ｎｍ

　　所得线性回归方程为：Ａ＝０．０６４２８Ｃ－０．００５３４，
相关系数 ｒ＝０．９９９８。方程式中 Ａ为吸光度，取值范围
在０．２～０．８为宜；Ｃ为质量浓度，μｇ·ｍＬ－１。
　　结果表明：在所选ＨＭＸ乙腈溶液２～１４μｇ·ｍＬ－１

浓度范围内，ＨＭＸ乙腈溶液的浓度与吸光度之间有着良
好的线性相关性。

３．１．３　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ＨＭＸ溶液平衡浓度Ｃｅ的

测定

　　ＧＡＳ法重结晶与普通溶剂中一样，溶质结晶析出
的相变驱动力是过饱和度，只是二者产生过饱和度的

方式不同。普通溶剂中重结晶产生过饱和度主要受温

度影响，而 ＧＡＳ法重结晶主要受压力影响［１，８］
。因此

重点考察了温度为２０℃、压力分别为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３５ＭＰａ时，ＣＯ２沉析 ＨＭＸ后体系平衡浓度。高
压反应釜中 ＨＭＸ丙酮溶液平衡浓度 Ｃｅ可用式（１）
表示：

Ｃｅ＝
Ｃ１Ｖ１（Ｖ２＋Ｖ３）

Ｖ２Ｖ４
（１）

式中，Ｃｅ为平衡浓度，μｇ·ｍＬ
－１
；Ｃ１为紫外分光光度

计测得的 ＨＭＸ乙腈溶液浓度，μｇ·ｍＬ－１；Ｖ１为容量
瓶容积，ｍＬ；Ｖ２为取样管容积，ｍＬ；Ｖ３为高压反应釜
容积，ｍＬ；Ｖ４为进样体积，ｍＬ。所得 ＨＭＸ丙酮溶液
平衡浓度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不同压力下 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体系平衡浓度

Ｆｉｇ．４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ｉｎｇ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ＨＭＸ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由图４可知，随 ＣＯ２压力的增加，ＨＭＸ丙酮溶液
平衡浓度逐渐下降。可知压力对溶液过饱和度产生较

大影响，即压力增大，ＨＭＸ丙酮溶液平衡浓度减小，进
而表现出过饱和度较大。这是由于 ＣＯ２在丙酮中有良
好的吸收性，而对 ＨＭＸ几乎不溶。当压力增大时，ＣＯ２
流体密度增大，导致丙酮膨胀度增大，降低了丙酮对

ＨＭＸ的溶剂化能力，使丙酮对 ＨＭＸ的溶解能力下降。
３．２　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成核速率测定
　　晶体成核主要有三种方式：初级均相成核、初级
非均相成核和二次成核。本实验所用高压反应釜已抽

真空并在乙醇中进行了超声清洗，而且溶液在短时间

内达到相当高的过饱和度，因此可按照初级均相成核

方式来处理。

　　均相成核速率方程可由式（２）表示［１２］
：

Ｎ＝Ｚｃｅｘｐ －
１６πＥ３ｓＶ

２
ｍＮａ

３ν（ＲＴ）３（ｌｎＳ）[ ]２ （２）

式中，Ｔ为温度，Ｋ；Ｓ为过饱和度；Ｎ为成核速率，
Ｎｏ．·ｃｍ－３

·ｓ－１；Ｚｃ为频率因子；Ｅｓ为单位面积表面

能，Ｊ·ｃｍ－２
；Ｖｍ 为摩尔体积，ｃｍ

３
；Ｎａ为 Ａｖｏｇａｄｒｏ

常数，６．０２２２×１０２３ｍｏｌ－１；ν为每分子溶质中离子的
数目，对于分子晶体 ＨＭＸ，值为 １；Ｒ为气体常数，
８．３１９４Ｊ·ｍｏｌ－１·Ｋ－１。

　　本实验中，频率因子 Ｚｃ按经验值处理，可取为

１０２５。宋华杰等［１３］
利用 ＹＧＧＦ方程求得 ＨＭＸ表观界

面能 Ｅｓ为４．４７×１０
－８Ｊ·ｃｍ－２

。从成核速率方程知

４３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５，２０１０（５３２－５３７） 含能材料 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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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Ｔ和过饱和度Ｓ是对成核速率起重要影响作用的
因素，而在温度一定的情况，过饱和度 Ｓ对成核速率起
着决定性作用。过饱和度由式（３）计算：

Ｓ＝
Ｃ０
Ｃｅ

（３）

式中，Ｓ为溶液过饱和度；Ｃ０为进样时加入的 ＨＭＸ丙酮

溶液浓度，μｇ·ｍＬ－１；Ｃｅ为平衡浓度，μｇ·ｍＬ
－１
。

　　不同压力下，ＧＡＳ法重结晶细化 ＨＭＸ所得成核
速率如表１所示。
　　从 表１可以看出，在压力１０～３５ＭＰａ范围内，

成核速率随着压力的增加而增大。并且 ＨＭＸ丙酮溶
液可在瞬间达到极高的过饱和度，产生很大的成核速

率。ＨＭＸ从溶液中沉析出晶核到形成晶体这一过程
经历了成核和生长两个阶段，晶体形成过程所需的吉

布斯自由能也就消耗在这两个阶段。依据吉普斯能消

耗过程，当成核速率很高时与之对应的过饱和度也非

常高，使溶液的过饱和度主要消耗在大量成核上而非

晶体生长上，沉析出来的 ＨＭＸ粒子粒度就比较小、粒
径分布也就更均匀

［８］
。

表１　不同压力下 ＨＭＸ成核速率

Ｔａｂｌｅ１　ＨＭＸ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Ｎｏ．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Ｐａ ａｂ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ＭＸ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ｍ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ＭＸａｃｅｔｏｎ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２ｇ·ｍＬ－１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

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Ｎ
／×１０２４Ｎｏ．·ｃｍ－３·ｓ－１

１ １０．０ ０．４３７ ６．８８ ７．１５ ２７．９７ ９．９９８７１８
２ １５．０ ０．４３０ ６．７７ ７．０４ ２８．４１ ９．９９８７３０
３ ２０．０ ０．４０９ ６．４５ ６．７０ ２９．８５ ９．９９８７６７
４ ２５．０ ０．２２９ ３．６５ ３．７９ ５２．７７ ９．９９９０９６
５ ３０．０ ０．１５０ ２．４２ ２．５２ ７９．３７ ９．９９９２５７
６ ３５．０ ０．１４９ ２．４０ ２．４９ ８０．３２ ９．９９９２６１

３．３　ＨＭＸ成核速率与晶体形貌、粒度及粒径分布的关系
　　从图５ｅ中可以看出，ＧＡＳ法制备的 ＨＭＸ是具有
Ｌ２ＰＣ对称的单斜斜方柱晶体［１４］

。该晶体为一聚形晶

晶体，单形显露：平行双面ｂ｛０１０｝和斜方柱ｍ｛０１１｝，
ｏ｛１１０｝。对照图５ｅＨＭＸ晶体三轴定向图，从图 ５ａ、
５ｂ、５ｃ、５ｄ可以看出晶体沿［００１］晶向生长。在较低
压力５～１５ＭＰａ时所得晶体大多为沿［００１］晶向生
长很长的单斜斜方柱晶体，而在较高压力 ３５ＭＰａ时
为形貌规整、粒度均匀的单斜斜方柱晶体。

　　对图５不同压力下 ＨＭＸ微粒的扫描电镜照片进
行分析，统计粒子的平均粒度

［８］
：

Ｌ＝
∑
∞

ｌ＝０
ＮＬ·Ｌ

∑
∞

ｌ＝０
ＮＬ

（４）

　　粒度分布函数 ｆ（Ｌ）表示如下：

ｆ（Ｌ）＝
ＮＬ

∑
∞

ｌ＝０
ＮＬ

（５）

式中，Ｌ为粒子平均粒度，μｍ；Ｌ为单个晶体的最大尺
寸，μｍ；ＮＬ为长度为 Ｌ的晶体数目。
　　统计结果如图 ６所示。从统计结果获知，５，１０，
１５ＭＰａ下平均粒度分别为４８．５２，４３．７１，３７．４８μｍ，在
较低压力５～１５ＭＰａ时所得 ＨＭＸ粒子粒度较大，粒
径分布较宽；而在较高压力３５ＭＰａ时，所得晶体粒

度较小（平均粒度为２８．４８μｍ），粒径分布较窄。
　　对于不同压力下ＧＡＳ制备ＨＭＸ的晶体形貌、粒度
及粒径分布均有较大差别，从成核动力学角度解释，这

可能是压力较高时（３５ＭＰａ）的成核速率相对于压力较
低（５～１５ＭＰａ）时的大，能量主要消耗在成核上，且压
力大时溶液过饱和度高，高的过饱和度抑制了晶体沿单

一晶向生长，从而得到形貌规整、粒度较小、粒径分布窄

的微粒；当压力较低时成核速率较小，能量消耗在成核

过程的同时亦有大部分能量消耗在晶体生长过程，从而

得到沿单一［００１］晶向长得很长的 ＨＭＸ微粒。

４　结　论

　　（１）测定了 ＧＡＳ法重结晶制备 ＨＭＸ过程成核
速率，ＧＡＳ过程中，ＨＭＸ丙酮溶液呈现出非常高的过
饱和度，表现出的成核速率高达１０２４数量级。
　　（２）利用 ＧＡＳ过程高的成核速率，可控制制备出
形貌规整、粒径分布均匀的 ＨＭＸ微粒。
　　（３）ＧＡＳ过程压力较低时，成核速率低，能量较
多消耗于生长阶段，利于晶体呈单一晶向生长，产物为

聚形晶体，形貌不够规整、粒径分布较宽。而压力较高

时，成核速率亦较大，能量较多消耗于成核阶段，产物

粒度小、形貌规整、粒径分布均匀。在较高压力条件下

的 ＧＡＳ过程，有利于获得理想的 ＨＭＸ细化产品。

５３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含能材料 ２０１０年　第１８卷　第５期　（５３２－５３７）



王海清，陈建刚，姚李娜，刘忠文，刘昭铁

ａ．５ＭＰａ ｂ．１０ＭＰａ ｃ．１５ＭＰａ

ｄ．３５ＭＰａ ｅ．ｔｈｒｅｅａｘｉ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ＭＸｃｒｙｓｔａｌ

图５　ＧＡＳ法制备的 ＨＭＸ扫描电镜图

Ｆｉｇ．５　ＳＥＭ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ＨＭＸ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ＧＡＳ

ａ．５ＭＰａ ｂ．１０ＭＰａ

ｃ．１５ＭＰａ ｄ．３５ＭＰａ

图６　不同压力下 ＧＡＳ法制备的 ＨＭＸ粒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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