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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铜对  粉末包铜工艺的指导

任新光‘,

许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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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

吉林 长春 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
,

吉林 长春

摘要 利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

建立了以 为基质的粉末发光材料
,

包铜量的定量分析方法
,

回

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一 与
。

在准确度满足工艺要求的情况下
,

通过分析得到的测试数

据及曲线
,

给出了在包铜过程中
,

包铜液的浓度
,

温度
,

时间等参数对包铜量的影响
,

改进 了操作模式
,

使材

料的性能得到了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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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电子学与材料科学迅速的发展
,

电致发

光 技术在亮度
,

色泽
,

寿命
,

效率
,

存储等

诸多方面都明显的得到改善
,

世界各国竞相进入

一个研制高潮〔‘〕
。

以硫化钙基质掺杂稀土离子的

发光材料
,

因具有较高的发光强度和量子效率
,

吸引国内外有关学者纷纷开展此类材料的研制工

作
,

目前已取得较大的进展
,

实现 了红
,

蓝
,

绿

的多色显示或全色显示
,

展现了 美好的应

用前景 
。

但是也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间题
,

发

光材料表面 型高导电层的形 成
,

就是其中之

为了实现  !
,

需要 有电流 流过 粉

末
,

这就要求发光体于电极间有良好的接触
,

因

此在制屏前
,

须对灼烧后的 粉末进行包铜处

理
,

使粉末表面形成 型高导 电层
,

从而实现直

流发光 的 目的
。

然 而在包铜过程中
,

铜盐的浓

度
,

铜液的温度
,

浸泡时 间等工艺条件
,

直接影

响 屏的质量
,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 粉

末的包铜量
,

选择 出包铜过程的最佳浓度
,

温

度
,

时间
。

打破了繁杂的选择模式
,

成功地建立

了科学的控制工艺条件
,

将制屏工艺推向一个新

水平
。

实验和 结果

主要仪器与试剂

岛津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铜标

准溶液由纯金属 配制

溶解样品的盐酸
,

硝酸均为优级
,

水为二次

石英亚沸水
。

仪器工作参数 见表

表 仪器工作参数

  

分析元素
灯电流 乙炔流量 光谱通带宽 燃烧器高度

宁 一 △几 人

样品处理和测定

准确称取 经干燥恒重后的 包铜

粉末
,

置于石英烧杯中
,

加入少量水使样品润湿

后
,

将石英烧杯放在微热电炉上
,

少量多次加入

的盐酸
,

随着硫化氢气体的溢出
,

样品逐

渐溶解
,

加入几滴 的硝酸使溶液澄清
。

蒸

至溶液近干
,

再加入 盐酸
,

待

完全溶解后
,

将溶液分次冲洗到 容量瓶中

定溶待测
。

根据仪器的工作参数
,

选用背景校正  

测量模式
,

预喷时间和积分均选择 秒
,

重复

测定三次
。

分析结果经过仪器终端的计算机处理

后
,

分别打印出每次的测量结果
,

三次测量的平

均值和相对标准偏差
。

当 满足分析

精度情况下
,

取平均值为最后测量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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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参数的改变对包铜里的影响

本实验通过分别改变包铜液的浓度 包铜温

度 包铜时间等条件并对包铜量进行 了测定
。

改变包铜液的浓度

在体 积 一 定 的情 况 下
,

选 取 包铜 温 度

℃
,

包铜时间 分
。

通过改变包铜 液的浓

度
,

测定结果见 图
。

改变包铜液的温度

选取包铜时间 分
,

加入铜的浓度
· 一 ‘

粉
。

通过改变包铜温度
,

测定结果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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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铜量

图 包铜量

电  
改变包铜 的时间

选取包铜液的温度 ℃
,

加入铜量

通改变包铜时间
,

测定结果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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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铜量  

图 包铜量

  

结果与讨论

测 结果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为了验证大量 基体存在对铜测 定的影

响
,

准确称取 未掺铜的 粉末
,

加入

  !

包铜量  

图 包铜量

叩 鲍
·

滩 铜 由铜标准液中分取
,

于样品同样处理

并测定
,

结果如下

拌
,

拼
,

拜
,

拌
,

拜
,

产
,

拼
,

拼
,

拌
,

 拌g
。

方法的 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99
.
4

一 10 0
.
6 % 和 0

.
4 % 说明在全部分析过程中大量

基体存在对测定无影响
,

而且铜没有损失
,

证明

了方法的可靠性
。

3

.

2 包铜反应过程分析

图 1 表明
,

当加入铜浓度较低时
,

加入铜离

子大部分转化为 C
u二

S 表面相
,

随着加入铜浓度

增大
,

包铜量逐渐趋于饱和
。

图 2 表明
,

包铜量

随着温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

但增加到一定温度

时包铜量接近加入铜离子的量
。

图 3 表明
,

包铜

反应在初期进行较快
,

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
,

反

应速度逐渐减慢 ;继续增加反应时间
,

包铜量接近

加入铜离子的量
。

通过包铜量的测量和进行反应

过程分析
,

可调整与选择操作参数
,

改善工艺条

件
,

为 C
as 粉末 D

CE
L 屏的研制提供科学依据

,

使屏的性能得到提二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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