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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室温超塑延展性的纳米晶体铜 3

摘  要   卢柯等人用电沉积法合成的高纯度 !高致密度的纳米晶体铜的体材可以在室温经过冷轧延伸到 倍以上

而不出现应变硬化效应 力学性能测试与微结构研究表明 这种超塑延展性来源于晶界主导的塑性形变机制 而不是

晶格位错机制 同时这种室温超塑延展性的纳米晶体铜材料具有广阔的工业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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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材料表现出的优异性能使其成为新世纪

具应用前景的材料之一 其研究一直是材料物理 !凝

聚态物理的热点 所属领域纳米科技已经成为各国

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来部署的大科学范畴 如美国总

统克林顿发表了关于纳米科技重要性的讲话并给予

大力资助 我国也已经将其列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 我国科学家也不断在此领域获得重大成果 如

超长碳纳米管 !碳纳米管的储氢 !纳米电缆及纳米硅

线等

近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卢柯研究员领

导的研究组用电沉积法制备出高纯度 !高致密度的

单质纳米晶体铜的体材 可以在室温通过轧制延伸

到超过原始长度 倍而不出现应变硬化效应 这种

具有室温超塑延展性的纳米晶体金属将在现代工业

如微机械 !纳米技术和电子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常规多晶固体的塑性形变主要有两种微观机

制 晶格位错的运动和原子扩散蠕变 当温度较低

时 原子扩散能力较差 位错运动就是大多数传统材

料形变的机制 伴随这种机制总是出现应变硬化效

应 准晶高温塑性形变时位错运动引起准晶结构无

序的增加而表现为应变软化除外 其来源于运动位

错在晶界处的塞积 应变硬化阻止了金属的进一步

形变 如不进行退火而进一步形变则会产生裂纹直

至折断 在高温时则由于原子的剧烈扩散 晶界扩散

远大于晶内扩散 扩散蠕变就成了塑性形变的主导

机制

扩散蠕变速率 Ε是由晶界扩散控制 ,它与晶粒

尺寸的三次方 δ 成反比(ΕΩ / δ ) ,与晶界扩散能

力 Δ 成正比(ΕΩ Δ ) .这说明可以通过减小晶粒

尺寸 δ 或增强晶界扩散 Δ 来提高扩散蠕变速率 Ε .

这样 ,在相当低的温度下(即不通过高温增加 Δ ) ,

通过减小晶粒尺寸 δ 到纳米量级得到的纳米晶体

材料 ,将具有高的蠕变速率和很大的形变量 ,这样就

可能获得具有室温延展性的陶瓷和扩散蠕变的纯金

属 .这不仅有助于了解纳米结构的形变机制 ,而且因

其容易加工出复杂形状的工件而非常具有吸引力 .

计算机模拟也表明 ,纳米晶体金属的塑性形变主要

是由晶界滑移和运动来实现 ,晶格位错运动的作用

很小 .计算机模拟可以看到纳米晶体铜随晶粒尺寸

的减小而软化 ,这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晶界形变机制

的结果之一 .

然而 以前的实验结果并不理想 大多数纳米晶

体铜在室温都很脆 具有很小的延展性和极小的扩

散蠕变速率 这些实验的失败可以归结为在纳米晶

体试样加工过程中引入了人为产物 如不完美的健

合 空洞 !污染及较大的微应变 要了解纳米晶体金

##卷 年 期



属的本征力学性质就迫切需要理想的纳米晶体样

品 也就要求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 即样品要纯 没

有污染 !致密 微晶健合完美 没有空洞 和具有尽

可能小的缺陷密度 很小的微应变

电沉积法可以制备出无空洞的 !具有极小微应

变的纳米晶体金属 卢柯等人用 ≤∏≥ 作电解质

× 作衬底的电沉积法制备出纳米晶体铜 纯度达到

1 每兆含氧量为 ? 密度达到 1 ?

1 为 ≤∏理论值的 1 正电子湮灭谱

证实了样品的高致密度和不存在空位 团簇体积或

空洞 ÷ 射线衍射 ÷ ⁄ 测得平均晶粒尺寸约为

微应变只有 1 比球磨和固结的纳米晶

体金属要小一个数量级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学

×∞ 研究显示 晶粒尺寸为几纳米到大约

平均为 左右 与 ÷ ⁄结果符合 与固

结和球磨的纳米晶体金属具有传统的大角晶界不

同 大多数纳米尺寸的微晶都是等轴的 且由 β )

β的小角晶界分开

沉积后的纳米晶体铜切成 ≅ ≅

试样 在室温经双辊 直径为 冷轧 应变速率

控制在 ≅ 到 ≅ 之间 冷轧导致样

品轧向长度连续增加 横向宽度不变 反复冷轧后

纳米晶体铜样品成为一个条带 边缘没有裂纹产生

继续轧制 样品越来越长 后成为一个均 的 !具

有光滑表面的 !直边的薄薄 约 Λ 厚 的条带 总

形变量达到 后 还可以更进一步轧制加大形

变量 而常规的粗晶粒的多晶铜典型地表现为伸展

到 后就折断 从没有观察到纳米晶体铜样品

的这种超延展性

作为对照 纳米晶体铜样品在真空中 ε 退

火 使晶粒变大到 Λ 经过与前面相同的冷

轧过程 形变达到 时就出现显著硬化 边缘出

现裂纹 见图 这与常规的粗晶粒铜相同 表明了

沉积的纳米晶体铜的超延展性来自超细晶粒结构

而其他效应 如样品纯度 则可以排除

微硬度测量显示 沉积的纳米晶体铜在冷轧的

初始阶段硬度略微增加 进一步轧制没有应变硬化

效应 这与常规粗晶粒铜和上面经过退火的铜试样

表现出的明显的应变硬化完全不同 显示纳米晶体

铜有着不同于粗晶粒铜的形变机制

冷轧后的纳米晶体铜试样的 ×∞ 研究表

图  沉积的纳米晶体铜 其在 ε 退火 后的铜

常规粗晶粒铜试样的微硬度分别随形变量的变化图

明 与轧制前对比 微晶仍是大体等轴的 但位于晶

界处的位错密度增加 导致晶粒之间的取向差明显

增加 由 条纹估计取向差约为 β ) β 明显

大于冷轧前的试样 β ) β 表明冷轧过程中晶粒

取向差增加 ÷ ⁄分析表明 冷轧过程中纳米晶体

铜的晶粒尺寸保持不变 微应变 缺陷或位错密度的

标志 在形变初始阶段增加 形变 然后趋

于饱和 达到大约 1 形变 ∴ 微应变

的变化也显示了与退火粗晶粒铜完全不同的行为

微应变的变化趋势与硬度测量结果符合很好

显示了沉积样品在冷轧初始阶段 由于微量的位错

增殖和运动 可能在相对较大的晶粒中 引起了硬

度的轻微增加 进一步形变时 位错的产生和湮灭达

到平衡 晶粒位错密度达到饱和 一旦晶界处位错增

加导致的大角晶界形成 塑性形变就主要由晶界滑

动或滑移来承担 恒定的晶粒尺寸 !恒定的位错密度

和恒定的硬度也证实了纳米晶体铜的塑性形变是由

晶界机制而非位错机制控制的 拉伸蠕变测量也表

明沉积的纳米晶体铜在室温就具有显著的蠕变

卢柯等人成功地制备出的高纯度 !高致密度 !无

污染 !无空洞的纳米晶体铜在室温表现出超塑延展

性 一方面研究表明了纳米结构材料的塑性形变的

本征机制为晶界机制 另一方面超塑延展性材料因

其易加工成复杂表面形状的部件而具有广阔的工业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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